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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2024年 诚信（优秀）创新品牌单位展示

星报讯（彭序 记者 禹志强）眼下正值

牡丹根采收季。日前，在宿州埇桥区蒿沟

镇高滩村药材基地，村民们手拿锄头穿梭

在田间地头，熟练地将一棵棵牡丹根从土壤

中刨出。“将挖出的牡丹根去筋骨、去根须

后，留下的根皮晒干，就是中药材‘丹皮’。”

基地负责人张六捧着刚挖出的牡丹根说。

“别看‘丹皮’味苦，但它具有清热凉

血、活血化瘀等功效，市场需求量较大，经

济效益十分可观！”张六告诉记者，他种植

中药材已有10余年，主要有药用牡丹、白

术、白芷、丹参等品种。今年，他在高滩村

种植药用牡丹100余亩，每亩能产出2000

多斤“丹皮”，预计年收入可以达到150万

元左右。

药用牡丹产业除了给张六带来直接经

济收益外，还为年龄偏大、不能外出务工的

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过上了“甜日

子”。村民吴绍芹就是其中之一。她将自家

的土地流转了出去，空闲时间到基地务工，

给牡丹花根抽茎，种植追肥、采摘牡丹花，一

天可以收入八九十元。据介绍，每逢牡丹除

草、浇水、施肥、收获等时期，张六都会召集

村民在基地务工，每天用工量10余人。

“接下来，我们计划依托中药材种植，

逐步扩大药用牡丹的种植面积，建设‘丹

皮’深加工项目，统一生产、包装，提高产品

附加值，进行品牌化打造，推进产业提档升

级，把药用牡丹的价值‘吃干榨尽’，带动更

多村民通过‘苦’药材增收致富。”张六说。

宿州埇桥区：种植“苦”药材日子“甜”起来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1 月 4 日，记

者获悉，合肥市日前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

定为第三批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

试点地区，进一步降低知识产权维权成

本，提升纠纷化解效率与质量，全面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

近年来，合肥市先后获批国家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国家知识

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城市、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示范区建设城市等，促进知识产权工作

跨越式进步，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成长，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发展。

合肥市颁布实施安徽省首部、国家知

识产权保护示范区首部知识产权地方性

法规《合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

例》，系统性出台《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行动方案》《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

市工作方案》《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建设实施方案》等，为知识产权工作探索

创新，坚持知识产权保护高位推进，提供

坚实基础保障。

协同快速保护组织架构更深入扎实。

合肥市多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合肥市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协

同保护二十条》《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快速协

同保护的合作框架意见》《关于建立合肥市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行政、司法、仲裁

对接机制的意见》，建立行政监管、司法保

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共服

务、纠纷多元调处、公民诚信等协同一体的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发挥合肥市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资源汇聚优势，制定《合肥市

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工作方案》《合

肥市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工作规

范》，规范顺畅衔接程序，促进纠纷解决流

程简化、优化、快速化，实现整体处理周期

压缩50%以上。

合肥市以国家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

规范化试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

地区，示范县区，示范园区，示范高校等建

设，及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合

肥分中心运行等为重要抓手，形成保护高

效、有机衔接、执行有力的专业化知识产权

纠纷快速处理工作体系。

星报讯（记者沈娟娟）记者从合肥市了

解到，11月28日，“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

供您选”2024年第十九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

接会拟举办，合肥将组织100家左右国有企

事业单位、重点产业链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

用人单位参会，提供5000个优质岗位。

现场对接会将于11月28日（星期四）

9：00~17：00，在合肥市人力资源市场（滨湖

新区南京路 2588 号要素大市场 C 区二楼）

举行。11月14日至11月27日中午12:00，

参与者可线上报名预约、线下当面对接，此

次面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包括2023届、2024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5 届高校毕

业生）和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留学归来人

员，推出5000个“合肥择业邀请码”。

领取邀请码且从合肥市外来肥参加对

接会的高校毕业生和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留学归来人员，可享受单程来肥交通费补

贴，凭11月 26日~28日来肥飞机票（经济

舱），或火车票（高铁/动车二等座、火车硬

座/硬卧），或长途汽车票等，提交核验通过

后，7个工作日内将交通费补贴据实发放至

毕业生本人。

此外，在肥参加对接会活动期间（11月

27日~29日），参与者可凭“邀请码”免费乘

坐合肥市域内地铁、公交，免费游览合肥市

国有旅游景区，可考察合肥骆岗公园、安徽

创新馆、环巢湖十大湿地等。

11月28日，5000个优质岗位等您来

星报讯（记者

江锐） 11月9日，好

运“弈棋”来——2024

年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象棋民间棋王争

霸赛安徽省决赛在

合肥包公园清风阁圆

满落幕。来自安徽省

十六地市的48位棋

手齐聚一堂，同场竞

技，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体智文

化盛宴。

安徽体彩积极

响应“赛事三进”的

号召，将赛事“搬进”

清风阁，通过举办接地气的比赛活动，巧

妙地将竞技比赛、传统文化与廉政教育

深度融合，既拓展了赛事的文化内涵，也

提升了赛事的社会价值。经过激烈的

对弈角逐，来自蚌埠的棋手李冰凭借出

色的棋艺和稳健的发挥，问鼎“安徽棋

王”。马鞍山棋手张志明、阜阳棋手王

明生也凭借不俗的实力，分别获得亚军

和季军。

为增加活动的趣味性，现场还设置

品牌、责任、互动游戏、雅集宋韵非遗文

创市集等展示区。传统游戏互动区让

大家“穿越古今”感受到了投壶、蹴鞠等

古代游戏项目的趣味；非遗市集区内，

乐小星元素的糖人、葫芦等文创作品令

人爱不释手；棋艺对战互动区让市民现

场与“古代大师”同场竞技，吸引了许多

市民前来挑战；AI 象棋机器人互动区，

现代技术与象棋游戏产生碰撞。安徽

棋王争霸赛通过精彩的活动

内容，不仅加深了市民群众们

对中国传统文化、廉政文化教

育的了解，也对体彩公益公信责任有了

更具象化的认知。

棋王赛事，不仅为安徽广大象棋爱

好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展 示 自 我 、切 磋 棋

艺、增进友谊的舞台，更是安徽体彩

服务群众、积极促进全民健身的生动

实践。从海选赛到市决赛，安徽各市

分中心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棋

王公益活动，将象棋文化带进校园、

走进社区，贴近老百姓的身边，积极

弘扬传统象棋文化。

此次活动，安徽体彩联合合肥滨

湖时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给游

客和参赛者带来了一场“象棋+表演+

文旅+直播”的完美体验。棋王决赛

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破 100 万 +，有

效促进了“体彩+文旅”的融合发展，

推进社会公益事业与旅游行业发展有

机结合。

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安徽省级决赛收官 合肥被列为国家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试点

定远：我为群众办实事“两癌”筛查暖民心
星报讯（王海鸥 记者 胡昊） 今年

以来，定远县稳扎稳打、多措并举开展适

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工作，免费宫颈

癌筛查34269人、乳腺癌筛查2531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

加强部门联动。根据部署要求，县

妇联、卫健委、财政局等部门迅速行动，

及时召开部署会，分解任务，印发《定远

县 2024 年“两癌”免费筛查项目实施方

案》，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成立筛查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部门联动格局，层层有

序推进实施。

深入开展宣传。发挥“线上”云平

台优势，通过户外电子屏、微信群、广播

等，发布“两癌”免费筛查通告；利用

“线下”宣传主阵地，深入社区、家庭进

行社会宣传，呼吁适龄妇女积极参加筛

查，提高辖区妇女“两癌”筛查的参检

率；与镇办基层力量联动，各乡镇（园

区）对符合条件的对象摸排、登记，提高

目标人群的筛查率。

有序组织实施。县妇计中心制定操

作流程并开展了专项培训。成立“两癌”

检查工作督导组，与各乡镇政府、各卫生

院随时沟通交流、实地查看、精准调度项

目实施，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

有序组织实施“两癌”免费筛查。

强化回访服务。在筛查结果出来后，

及时将筛查结果反馈给筛查对象。对“两

癌”筛查结果正常人员，提出定期筛查建

议及预防保健指导；对筛查结果异常或可

疑人员，该县妇计中心与筛查机构专业医

生提出进一步检查、诊断或转诊建议，全

程跟踪督促其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做好后续帮扶。贯彻落实省、市城乡

困难妇女“两癌”救助政策，积极开展低收

入“两癌”患病妇女救助项目。符合条件的

城乡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向所在村（社

区）、乡镇（街道）妇联提出救助申请，符合

救助条件的依规发放一次性救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