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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田家庵区不断完善体制机
制，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方法，主动落实知
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激发社会创新活力，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该区市场监
管局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 搭建产
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商标信息查询、培
训服务， 并运用专利数据库和信息分析工
具提供检索、咨询服务，以专业能力帮助企
业开拓创新领域，规划长远路线。

详细解读奖补政策。 线上专人专责
进行沟通对接，以腾讯会议、集中解读等
方式开展宣传。线下借助现场调研、走访
座谈、日常检查等机会，精准把握企业需
求，细致梳理“万里行”服务、知识产权保

护培训师资库等扶助项目， 利用典型案
例详细诠释专利奖补政策、 商标及专利
质押融资渠道， 鼓励企业、 高校主动发
力，优化创新效能。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建立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工作站，推进技术调查官制度，
开展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试点工作，成
立调解组织，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利
用 12315、12345 等平台收集侵权举报线
索，常态化开展“铁拳行动”，严厉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

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体系，
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优化知识产
权服务，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和个人创新、 创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本报记者 李东华

本报通讯员 吴喆敏 孙久雯）

潘集区切实推行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
本报讯 潘集区把推行法律援助经

济困难诚信承诺制作为提升法律援助服
务水平的重要抓手，结合实际更新服务指
南， 实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材料“0”
递交，进一步提高辖区群众对法律援助服
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减证便民，依承诺办理相关法律援助
业务。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受理审查公民法
律援助申请时，向申请人详细介绍经济困
难状况诚信承诺告知书的具体事项要求，
在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法定的法律援助
条件及标准，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法律责
任的情况下，即可获得法律援助。 无需申
请人在（村）社区开具证明后 ，再到乡镇
（街道） 盖章， 从根本上解决了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广大
群众对此非常满意。

突出主题，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法中关

于个人诚信承诺制的相关规定。充分利用
乡镇集市及节假日等群众聚集的有利时
间节点开展宣传，将印有法律援助经济困
难告知承诺制的资料送到村（居）民手中。
向村（居）民深入宣传法律援助法颁布实
施的重要意义，广泛宣传法律援助法关于
法律援助范围、 程序等方面的重点内容，
对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及流程进行答疑
解惑， 同时提醒村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
要及时寻求法律帮助。

截至 5 月中旬，全区共计受理依申请
法律援助案件 170 件， 其中 67 件进城务
工人员申请支付劳动报酬依法免于个人
诚信承诺，103 件全部适用申请人个人诚
信承诺制办理，极大地减少了申请人的办
事流程，当天受理，当天指派，切实提高办
事群众对法律援助服务的满意度、 获得
感。 （本报记者 贾 静）

“绿色通道”保障农业生产用电
本报讯 当前， 正值寿县农业生产

“三夏”时节，国网寿县供电公司积极开辟
“绿色通道”，安全快速满足全县农业生产
用电需求。

连日来，寿县供电公司组织广大党员
服务队开展主动上门服务，走进粮食加工
企业、排灌站、田间地头，检查维护电力设
施，加大收割区域的线路设备巡视，全面
排查消除用电隐患，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夏管农业生产用电安全可靠。 同时，向广
大客户宣传用电安全知识， 将安全电、放
心电送到收割现场。

据悉， 正阳关供电所服务队已先后 6
次来到正阳关农场做好收割用电保障工
作， 确保完成全场 15000 亩小麦收割任
务。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李大龙）

专家巡讲交流探讨提升淮南瓣膜病诊疗水平

本报讯 心脏瓣膜病是一种常见的
严重的心脏疾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心脏瓣膜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死亡率
也高。 为了科普这种疾病知识，提升瓣膜
病的诊疗水平，6 月 11 日下午，由安徽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
院）承办的结构性心脏瓣膜病巡讲（淮南
站）———淮南地区瓣膜论坛会召开， 来自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 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我市多家
医院的专家参加会议。

“医院高度重视学科建设，不断提升
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近年
来医院心内科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加强与
省内一流医院的学习交流，积极开展各类
新技术、新项目 ,守护淮南及周边地区心
血管病患者的健康。 ”安徽理工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负责人
表示，相信通过此次巡讲活动将促进医院
心内科乃至淮南地区心脏瓣膜病治疗水
平提升，为更多相关疾病患者带来更好的
服务。

“经皮介入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
是针对有症状的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的
病人进行的介入治疗。以往心脏瓣膜病手
术治疗只能进行外科开放手术， 创伤较
大，恢复时间长，手术风险高，而且很多有
合并冠心病、肺部疾病等疾病的患者不能
进行外科手术。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血管病内科主任
医师、中科大博士研究生导师徐健以《中
国 TAVR 专家共识》为题作了讲座，他解
读了 TAVR 技术的最新指南， 介绍了相

关病症的严重性、该项技术的适应症以及
如何开展瓣膜疾病的筛查和诊治等。他告
诉我们，TAVR 技术需要 MDT 团队合作
完成，由心内、心外、超声、影像、麻醉、护
理等多学科共同参与，该项技术的实施也
是医院整体实力的体现。

今年 5 月，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成功实
施了第一例 TAVR 手术， 患者术后恢复
状况良好。 这也是我市首例 TAVR 手术，
弥补了淮南地区瓣膜病相关治疗的空白，
该院心内科主任 、 主任医师刘利军以
《TAVR 患者推荐及手术流程》 为题做了
专题报告， 她介绍说，TAVR 手术是通过
心脏介入、微创手术的形式完成，具有创
口小、安全性好、住院时间较短等优点，手
术适应人群需通过术前评估、 超声诊断、
影像学检查等综合评估。过去本地很多相
关 病 症 患 者 都 要 到 外 面 大 医 院 去 做
TAVR 手术， 现在在疫情常态化形势下，
随着本地高精尖技术的引进，患者既能在
家门口享受到高精尖技术的福利，也节省
了外出看病的支出。为了推进专病精准化
治疗， 目前医院心内科已经建成胸痛中
心、心衰中心、房颤中心和高血压达标中
心等国家级中心，下一步计划成立淮南市
心衰中心联盟、 淮南市房颤中心联盟，提
升本地诊疗水平，让心血管疾病患者就近
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

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带来了《超声在
TAVR 中的运用》《TAVR 并发症预防及
处理》等讲座内容，分享了手术治疗的典
型案例，并进行了互动交流、热烈讨论。活
动促进了基层医护人员对 TAVR 技术的
了解，有助于进一步开展瓣膜疾病的筛查
和诊治，更好地服务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袁誉宁）

履行社会责任 展现国企担当

打造职工放心的“米袋子”“菜篮子”
本报通讯员 魏 强 程 宫

风吹麦浪遍地黄， 又是一年夏收
忙。 日前，在淮河能源集团生态农业公
司河溜园区， 金黄的麦田， 无垠的麦
浪，奏响了丰收的乐章，伴随着隆隆的
轰鸣声， 联合收割机在麦田中来回驰
骋，一粒粒饱满的麦粒流入货车车厢，
田间地头一派紧张有序的夏收劳动景
象。

谈起今年的收成， 生态农业公司
总经理丁国平边统一调度着农机边介
绍说：“今年小麦喜获丰收， 预计总产
可达到 7508000 多斤， 将连续 7 年实
现稳产高产。 ”

淮河能源集团作为国有大型能源
企业，多年来，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在
做好能源保供的同时， 积极贯彻落实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通过发展生态农
业、盘活内部资源、守好国有耕地、服
务矿区职工，积极为职工、为社会提供
安全、优质、放心农产品。

“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 在 2015
年之前， 安徽省划拨集团公司的 4 个
农林场约 2 万亩土地， 均不同程度受
到侵占。 ”生态农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5 年，淮河能源集团组建生态农
业公司，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
原则，综合施策，收回并实现了对约 2
万亩土地的有效管控。其中，7000 余亩
土地整治成为高标准农田； 复垦整治
零星土地、 沟渠路坝， 累计盘活耕地
500 余亩。

如何用好用活这些土地资源？ 淮
河能源集团生态农业公司积极探索 ，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实现了绿色种养、
米面加工、超市运营、质量监控各方面
融合发展，十几类果蔬、粮食产品被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中国 “绿
色食品”A 级食品。

打造绿色、 放心淮矿农品特色品
牌。 淮河能源集团生态农业公司始终
坚持有机绿色种植、 生态养殖的种养
标准，统筹河溜生产示范基地、二道河
保供基地、生态农业“+”基地建设 ，以
自主生产为主，生态农业“+”为辅，不
断深化产品生产与有效供给。 一方面
充分发挥优质农田作用， 大力推进绿
色果蔬、稻米等农作物的种植，目前已
形成种植绿色果蔬 30 多个品类 100
多个品种，种植有机水稻 300 亩。 同时
利用 100 余亩林地养殖黑毛猪、 麻黄
鸡 ，发展特色养殖 ；利用 4000 余亩水
面养殖水产，拓展养殖种类。 其余土地
整块连片实行 “麦稻轮作 ”“麦豆轮

作”， 水稻小麦杂粮连年稳产高产，有
力保障了粮食的安全供给。

“作为淮矿农品保供全程管理的
责任主体，守好源头关，坚持有机绿色
种养， 只是我们做好质量控制的环节
之一。 生态农业公司通过全流程管理，
确保用户能够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
品。 ”丁国平介绍，“目前，生态农业公
司建立了农业种植养殖标准化体系和
农业物联网系统， 可在线监测农业生
产流程，实现全过程农品质量可追溯。
同时成立了食品检测中心， 实现在售
产品检测全覆盖， 产品的理化数值全
部符合国家标准。

截至目前， 淮河能源集团生态农
业公司已形成了以“淮矿农品”为总品
牌，以“白鹭缘、淮矿家园、淮矿 1897、
禹厨、禹宴”为子品牌的“1+5”品牌体
系；自主种植生产的“白鹭缘”有机大
米获国家有机认证及 “安徽好食材金
奖”，5 类品种果蔬被认证为中国“绿色
食品”A 级食品。

建立保供网络， 把绿色生态农品
送到职工家门口。 仲夏时节，正是时令
果蔬上市的季节， 在淮南市区淮矿农
品泉山青水湾保供点， 职工家属王敏
选购了香瓜、“白鹭缘” 有机大米和大
豆油等农产品。 她笑着说：“淮矿农品
绿色健康，吃着安心放心。 特别是疫情

期间，咱保供点可发挥了大作用，不仅
米面油等正常供应，还能领到黄瓜、青
椒等新鲜果蔬。 ”

淮矿农品保供点， 是淮河能源集
团为了给职工提供绿色健康的生态农
产品而开设的连锁超市。 该集团坚持
把发展的成果惠及职工， 按照每人每
年 1000 元的标准，为职工提供优质农
品保供服务。 自 2019 年 12 月 21 日首
个淮矿农品保供点开业以来， 共开设
市区保供点 6 个、“淮矿农品” 生活超
市 26 个、农品保供专柜 11 个，为职工
提供米面油、果蔬、肉类等 100 多个产
品的供应，实现淮南市区全覆盖。 今年
以来，淮矿农品保供点克服疫情影响，
为企业 8 万名职工提供了价值约 3100
多万元的农产品保供。

不仅如此 ，淮河能源集团还高度
重视乡村振兴工作 ，积极履行国企担
当，在做好产业帮扶等方面帮扶工作
的同时，还积极为帮扶村提供农产品
种植方面的技术指导 ，携手推进乡村
振兴。 截至目前，该集团生态农业公
司与对口帮扶的 2 市 3 个县区的 4
个自然村 ，签定了 1160 亩虾稻 、鸭稻
合作协议，采取“生态农业+”方式，全
程进行质量管控，按照市场价进行回
购，推进结对帮扶乡、定点帮扶村高质
量发展。

安 徽 楚 文 化 博 物 馆 正 式 开 馆
本报讯 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经过近 5 个月的试运行后，安徽
楚文化博物馆于 6 月 11 日正式开馆。

据悉，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是全国
唯一一座以楚文化冠名的博物馆和
首批国家二级馆，珍藏国家一级文物
230 件（套）、三级以上文物 2200 余件
（套）， 馆藏可移动文物和标本 10000

余件（套），常设展览包括 “安徽楚文
化”“寿县文明史 ” 两个基本陈列和
“寿春寿文化”专题陈列，成为安徽楚
文化重要收藏、研究、展示基地。馆藏
商代兽面纹青铜斝、 汉代累丝镶宝八
龙纹金带扣、“元和二年” 鎏金银神兽
刻纹铜舟、镂雕三蟠龙心形玉佩、五代
十国 “颍州开元寺” 大铜钟等精品文

物，展现 3000 多年文明的实物承袭。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项目于 2015

年 6 月筹建，2018 年 5 月 8 日正式开
工建设，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开馆试
运行，充分运用现代展陈理念和技术
设备，较好展示了安徽楚文化和寿县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每周二至周日 9:00—17:00（16:00

停止入馆）免费开放，周一闭馆（法定
节假日除外）。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情
况下，博物馆采取“错峰、预约、限流”
的开放服务原则，实行实名制预约参
观， 每日预约限额 1000 人， 约满为
止。观众可提前一周（含当天）通过博
物馆官方网站或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预约参观。 （本报记者 朱庆磊）

图一、6 月 11
日，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正式开馆，游
客在“楚大鼎”前
参观拍照。 图二、
游客了解车马坑
发掘场景。 图三、
安徽楚文化博物
馆讲解员向游客
介绍楚金币。

本报记者 摄 一一

二二 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