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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省政协委员、

省总商会副会长、芜湖市工商联副主席，芜湖市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安徽共生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新深有感触。他表示，报告

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省

政协围绕中心，建言资政，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各

项工作有声有色，富有成效。报告对2023年的工

作进行了阐述，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我作为政协

委员听过以后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完全赞成。”

他表示，去年他在两会上专门作的一个大会

发言，就是发挥公铁水空等优势，打造芜湖国际

物流枢纽。提案提出后也看到了一些变化，安徽

省各个地市都把物流作为一个打造营商环境的

重要抓手，看到安徽在物流降成本、供应链等方

面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为美好安徽建设也起到了

一些支撑的作用。

今年，卢立新委员就物流供应链的数据方面

建言献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提案，一个是加强

安徽省细分行业的数据交易中心建设，打造数字

经济新引擎特点。另外也是围绕着安徽省的首

位产业，怎样以供应链为抓手，打造汽车配套产

业的新高地。

省政协委员卢立新：打造汽车配套产业的新高地

“直通两会”采访现场

今年，乡村振兴依然是两会热点话题之一。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多位省政协委员关注“农文旅”产业融合助力乡村振

兴，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政协委员黄保锁：
做好“民宿+”文章 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民宿+农文旅”模式的应用是一个新

亮点、新特点。

省政协委员黄保锁认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

点、农文旅融合的立足点，“民宿+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不仅

可以充分发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还可以满足多样化、个性

化、差异化的旅游需求，更具有融合传统与现代经营模式的创

新优势。

“‘民宿+农文旅’产业发展模式投资周期长，短期内难以

见到明显经济效益，却又是促进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因此，黄保锁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对

“民宿+”产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从而降低创业者的负

担，激励更多企业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黄保锁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宿+农文旅”模式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在现有乡村

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上，更需要深度建设乡村的运动、文化、

休闲场所，为民宿+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撑。”黄保锁说道。

此外，为了提升“民宿+农文旅”模式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黄保锁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打造“皖美民宿”品牌基础上，还

可以打造一批具有行业引领、国际影响力的民宿品牌，在打造

集群效应的同时，更注重行业引领示范效应。

省政协委员吴昊：
“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安徽地跨江淮，农村地区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丰

富多彩的农村文化。省政协委员、安徽凤凰有道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昊认为，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有利于我省农

业结构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文旅发展、实现农民致富。

“安徽扎实的农业发展基础、深厚的农村文化内涵、多样

的旅游开发形式，为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必要条

件。”吴昊说道，“‘农文旅’在实践中也可以拓展农业观光、农

耕体验、休闲度假等形式，开发‘农业+艺术’‘非遗+旅游’‘旅

游+亲子’等新形式，推出共享农庄、共享果园、共享民宿等新

玩法。”

对此，吴昊建议，实施“文化润村”行动，推出一批“徽乡驿

站”“乡愁书院”等新型乡村公共文化功能空间。发挥文化引

领风尚、凝聚人心的作用，树立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建立“安徽农村文化数据库”，分地区、分类别做好梳理登

记，做好保护传承。对农村地区优秀文化、非遗技法等，应出

台细化指导方案，落实保护举措。同时，鼓励家族传承、师徒

传承、高校培养等方式，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传承队伍。

记者 秦缘 唐朝

首场“直通两会”开启
三位省政协委员畅谈履职心声

1月22日上午，安徽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会后，

省两会新闻中心举办了“直通两会”活动。王姝文、王昶、

卢立新3位省政协委员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谈参会感

受、聊履职经历、提真知灼见，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安徽

教育、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

记者 秦缘 唐朝 周诚 高斌 文/图

省政协委员、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王姝文长期关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

播工作，作为留学归国的高校教师，王姝文表示，

要在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上发出安徽声音，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徽故事，建议以海外华文

教育为抓手传播安徽地域文化。

王姝文告诉记者，海外华文教育是传承与弘

扬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是海外华裔学习民

族语言文化、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和认

同的重要途径。安徽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海外华文教育日益成为文化传播有效方式

的今天，基于海外华文教育功能，不仅可以展现安

徽的历史文化、风光风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增

强海外华裔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更对提升安徽

海外形象、打造文化强省、推动安徽高水平对外开

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姝文说。

省政协委员王姝文：以海外华文教育为抓手传播安徽地域文化

在聊到“安徽茶产业发展”话题时，省政协委

员、安徽工匠、非遗传承人，天之红茶业董事长王

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这几年，省委省

政府对茶产业特别重视，因为在安徽皖南、皖西

加上涉及其他的茶产业一些配套的设施，将近有

1000万人从事茶产业，但实际上茶产业主要靠茶

叶来生存发展。”

对此，他建议构建打造安徽中国红茶出口

示范基地，借助黄山作为外交的会客厅优势，

让祁门红茶真正地走向世界。同时安徽还有

三大绿茶，对于绿茶他进行了多年调研，“我们

一直做的是名优茶，从来没有把夏秋茶很好地

开发出来。”王昶表示，三大名茶可以把它设置

成红茶夏季的材料，这样茶农每亩可以增加

1000~2000 元的收入。安徽有将近 400 万亩茶

园，可以增收40亿~80亿元。

省政协委员王昶 ：打造安徽中国红茶出口示范基地

做好“民宿+”文章
加强“农文旅”融合

省政协委员关注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