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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县老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李清书

合肥蜀经开一联康中医诊所
法定代表人：郭传根

安徽鸿展旅游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岳西县来榜高腔剧院（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张柏松

安徽圆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环

定远县曲雅黄梅戏剧团
法定代表人：任祺亮

安徽金诺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莉

贵池区梅街镇长垅戏剧团
法定代表人：桂国清

安徽方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成成

濉溪县民间职业泗州戏剧团
法定代表人：程飞

安徽省2025年3·15 诚信（优秀）示范单位展示

记者从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近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正式发布《关于同意中国（蚌埠）传感谷留

学人员创业园设立安徽省留学人员创业园

的通知》，批准中国（蚌埠）传感谷园区设立

为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这一认定标志着

该园区在推动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吸引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方面迈入全新阶

段，为蚌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蚌埠）传感谷留学人员创业园位

于蚌埠经济开发区，依托省级重点支持的

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区——中国传感谷建

设。作为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三谷”之

一，中国传感谷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形成

“一谷三园多点”的产业布局，涵盖科技孵

化园、MEMS核心器件产业园、中央创新产

业园三大核心载体及多个县区联动发展节

点。园区以智能传感器全产业链为核心，

集聚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终端

应用等上下游企业43家，其中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上市企业1家。

在中国传感谷，留学人员创办企业表

现尤为亮眼——蚌埠希磁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碳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安徽芯动

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普乐新能源（蚌

埠）有限公司、安徽天柱绿色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等10余家企业由留学人员创建。

蚌埠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获批设立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后，园区孵

化企业可新增享受到一系列相关政策支

持，具体包括：对园区引进的具有国外博士

后研究工作经历的青年人才，给予一次性

30万元生活补贴；对园区留学人员的创新

项目可择优给予10~20万元资金资助；对

入驻园区近3年内创业成功的留学人员给

予最高50万元资金补助。

蚌埠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获批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是对园区建

设的充分肯定，下一步将以此为契机，持续

优化“政策引才、平台聚才、产业兴才、环境

留才”生态，为留学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助力蚌埠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智能传感产业

集群，为安徽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 郝玉琳 王梦圆

近日，广德市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

劳务合同纠纷，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用司法温度焐热了劳动者的手心。

2017年~2019年，扶某跟着包工头

周某从事工地贴瓷砖工作。工程竣工

后，原承包公司支付了工程款给周某，

但周某一直拖欠扶某的工资。2021年

11月，扶某起诉至法院。经法院组织调

解，周某同意在2022年1月30日前分期

付清劳务费1万元。调解生效后周某

并未履行，扶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1 年 12 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后，执行干警依法向被执行人周某送达

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法律文书，

并多次通过电话敦促其主动履行义务。

然而周某却与执行干警玩起了“失踪”，企

图逃避执行。考虑到此案涉及农民工

利益，执行干警一直未放弃查找案件线

索。今年，执行干警终于查找到被执行

人周某的联系方式，经过一番耐心细致

地沟通，最终周某表示愿意履行支付

义务，并于 2 月 25 日将剩余款项交至

法院账户。至此，该起劳务合同纠纷

案件圆满执结。 阮洋 曹开发

包工头拒付劳务费 释法明理促履行

星报讯（记者禹志强通讯员张欣欣

项锦）近日，记者走进宿州埇桥区天葡

山庄，基地内的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

掀开保温帘，在错落有致的葡萄架下，

映入眼帘的是朵朵羊肚菌如繁星般点

缀在田垄之间。

“过去葡萄园冬季闲置，村民收入

断档，现在套种羊肚菌，土地全年生

金。”埇桥区天葡山庄果树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孙红梅指着连片大棚介绍

道。2024年，合作社借鉴多地经验，在

安徽省农科院、四川省农科院专家指导

下，探索“夏果冬菌”立体种植模式，这

一模式既避免土地季节性闲置，又通过

时空互补实现“一地双产”。

据测算，葡萄园套种羊肚菌后，每

亩土地年收益从原先的3万元增至5万

元以上，其中羊肚菌亩产可达1000斤，

鲜菌市场价每斤60-80元，烘干后附加

值更高。当记者问起为何选择羊肚菌

作为葡萄产业的“黄金搭档”时，孙红梅

说道：“羊肚菌生长周期与葡萄错峰，且

菌丝能分解土壤有害物质，减少病虫

害。在试种时发现，羊肚菌采收后，营

养包还田为葡萄提供天然的有机质，套

种区内的葡萄糖度明显提升1-2度，真

正实现生态与效益双赢。”

从“一粒葡萄”到“一朵菌伞”，孙红

梅以创新思维打破产业边界，让土地生

金、生态增值、农民展颜。

立体种植“一地双产”皖北田野上演“双生记”

星报讯 (记者 胡昊) 作为皖东生态

明珠，滁州通过三年科学调查，首次全面

摸清当前城市生态“家底”，以2314种物

种的生动答卷，展现了一座千年古城与

自然共生的生态智慧。3月25日，滁州

市介绍了该市市辖区2025年生物多样

性调查成果，展示了近年来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我们为城市生态系统建立了三维

立体监测网络。”滁州市生态环境局自

然生态保护科科长巴小明介绍了“水

陆空”一体化监测体系：23 个标准化

网格覆盖全域，人工智能识别、环境

DNA 监测构建起智能监测矩阵。创新

开发的“样普”APP，实现野外调查实

时数据智能化记录。三年间，调查团

队足迹遍布琅琊山、池杉湖等生态敏

感区，累计完成样线调查上千公里。

“我们不仅记录物种数量，更关注生态

系统的健康指数。”

通过持续努力，已记录物种 2314

种。其中，不仅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

物野大豆，还有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卷羽鹈鹕、东

方白鹳等。大量

新记录种不断涌现，新增昆虫省级新记

录科 6 个、鸟类新记录种 24 个等，极大

丰富了物种本底资源数据库。

此次调查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

珍稀物种的“现身”：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卷羽鹈鹕、东方白鹳首次在城区水域

集群栖息;被誉为“昆虫活化石”的中

华虎凤蝶种群稳定繁衍;消失十年的

“水中大熊猫”索氏桃花水母重现滁河

支流;发现昆虫省级新记录科 6 个、省

级新记录属19个、省级新记录种 40 个，

物种本底数据库快速“扩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调查首次在城

市建成区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大

豆群落，记录到獐、貉等哺乳动物活动

轨迹。“这些‘生态贵客’的到来，印证了

滁州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该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守护生物多样滁州 绘就生态宜居画卷

星报讯 (芮银萍 记者 张发平) 近日，

马鞍山市博望区城市管理局结合春季气候

特点，以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启动春日

焕新行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营造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织密“目标网”。采取人机结合模式，

对79条主次干道区域进行“一日两普扫、

全天候捡拾”，以达到“以克论净”的标准要

求;全面实施延伸保洁提升行动，利用11辆

高压冲洗车对公交站牌橱窗、道路隔离护

栏、垃圾桶、果皮箱等城市家具进行高频次

冲洗、擦拭保洁，确保城市家具展新颜、换

新貌;落实“定人、定岗、定责”网格化管理

制度，对6个河道、14个公园、游园及绿化

带等“藏污纳垢”区域进行“地毯式”清理，

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整体“颜值”。

紧抓“防护网”。坚持“预防为主、综合

防治”的原则，根据病虫害发生的特点和规

律，出动人员100余人对辖区柳树、红叶石

楠、四季海棠等乔、灌木喷洒防虫药剂300

余公斤，预防白粉病、千牛、蚜虫和红蜘蛛

等病虫害，为苗木保驾护航;抢抓早春苗木

生长阶段有利时机，组织专业修剪人员400

余人次对辖区绿化苗木进行科学修剪整

形，及时剪除下垂枝、枯死枝、病虫枝等苗

木2000余株，适当重剪影响遮挡路灯、交通

标识牌和信号灯的枝条100余处，有效改善

树木的通风透光条件及美观度，确保植物

树形整齐优美，形成良好的景观效果。

扎牢“责任网”。落实“督查+整改+反

馈”工作机制，以“四不两直方式”对37个

行政村开展实地督导，发现300余处问题及

时通报并督促服务单位立即整改、保持长

效;以“区、镇—村(社区)”三级联动包保责

任制度，着力解决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河

塘沟渠、道路两侧“脏、乱、差、污”等顽疾地

带，坚持瞄准靶心、精准发力，确保“清底见

亮”，全面打通人居环境整治“神经末梢”。

截至目前，出动环卫工人400余人，累计清

理生活垃圾350余吨。

春日焕新行动 打造最美宜居环境

中国（蚌埠）传感谷获批设立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智能传感产业创新创业集聚效应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