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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记者从安徽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安徽省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

果，复查“三普”文物25005处，调查新发现文物

3500余处。2025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上，

省文物局公布全省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

竹城墩遗址
竹城墩遗址位于枞阳县横埠镇竹城墩村，

为一座周代古城址。城址呈南北走向，长370

米，宽240米，面积约为65000平方米，城址外围

有一圈壕沟。该遗址对研究安徽沿江地区的周

代聚落、青铜冶炼具重要意义。

采石六朝城遗址
采石六朝城遗址位于马鞍山市雨山区翠螺

山北坡西部，城址墙体利用自然地势修建于山

岩之上，总长约556.5米，城内总面积近2万平方

米。该遗址对于长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临淮关淮河石堤
临淮关淮河石堤位于凤阳县临淮关镇淮河

岸边，是明代修筑的防洪设施。该石堤尚存600

米左右，是淮河仅存不多的古代防洪设施，具有

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

南溪古箭楼

南溪古箭楼位于东至县花园乡南溪村，建于

元末（公元1350年左右），坐南向北，青砖小瓦马

头墙。箭楼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为研究草原匈

奴文化在皖南地区融合、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洛闽溯本坊
洛闽溯本坊位于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篁墩

村，为三开间四柱叠檐冲天式石牌坊，建于清

代。牌坊高11.7米，宽9.8米，上额枋两面横书

乾隆御笔“洛闽溯本”四字，为理学在徽州发展

的荣誉标志坊。

溪头廊桥
溪头廊桥位于歙县溪头镇溪头村长庆村，

建于清代，为一座双孔石拱桥，全长18.97米，宽

3.87米，占地面积73.41平方米。廊屋采用五架

抬梁式木构架，歇山顶。对研究清代歙县地区

廊桥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五华山摩崖石刻
五华山摩崖石刻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

五华山隐静寺，由一处佛龛造像和三处题记组

成。佛龛为圆拱形，龛内雕有五组佛像。建于

五代南唐时期，为安徽较早的摩崖造像，为研究

五华山佛教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小朱庄战斗战地医院旧址
小朱庄战斗战地医院旧址位于淮北市杜集

区石台镇梧桐村，整体建筑风格为清代至民

国。该旧址对党史研究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具

有重要价值。

保五旅起义驻地旧址
保五旅起义驻地旧址位于绩溪县大东门80

号，主体由正屋、偏屋两部分组成，为典型的中

西融合建筑，1949年4月保五旅在此成功起义，

加快了皖南解放的步伐，具有革命纪念意义。

界首工艺陶瓷厂
界首工艺陶瓷厂位于界首市东城街道陶艺

公园内，现存车间、厂房及职工宿舍数间，老窑

址 1 座。前身为 1954 年成立的陶器生产合作

社，1958年改名为界首工艺陶瓷厂，制作的三彩

“刀马人”成为界首鲜明的文化名片。

我省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3500余处

星报讯（记者 唐朝）“以前提取公积金要排

队拿号交材料，现在动动手指就能搞定，钱直接

打到银行卡上，太方便了。”日前，合肥市民张女

士通过手机端 APP 成功办理了还贷提取后说

道。2025年5月，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

取业务线上办理率达97.22%，创历史新高，标志

着该市住房公积金服务全面迈入“智慧化、便捷

化”新阶段。

据悉，自2019年底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网上

大厅上线以来，依托手机皖事通APP、网上办事

大厅、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住房公积

金购房提取、还贷提取、租房提取等高频业务实

现了“全程网办”，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

内，真正实现了“零跑腿、秒到账”。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线上办理率达97.22%

安徽省癌症研究会成立
星报讯（记者马冰璐） 6月17日，记者获悉，安徽省癌症研究会日

前宣告成立，为整合省内抗癌资源、提升癌症研究水平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癌症是严重威胁百姓健康的重大疾病。安徽省癌症研究

会旨在汇聚全省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及企业的研究力量，形成

“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格局，共同攻克癌症防治难题。

据悉，研究会将组建“癌症防治科普专家团”，每年开展不少于

50场基层科普讲座、义诊及筛查活动，开发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与

短视频，力争5年内使全省公众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提升30%。

星报讯（彭书琳 记者 张亚琴） 日前，由安

庆市独秀园、安庆师范大学、安徽省陈独秀研究

会主办的《新青年》创刊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

安庆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西北

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20 多名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溯《新青年》的历史光

辉，探讨其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会长王天根教授主

持开幕式，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教

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宪明教授、浙

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俞祖华教授、安

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汤学奇教授在开幕

式上致辞，深刻阐释了《新青年》的创办历程

与报刊名字内涵，为本次研讨会奠定了深厚

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主题，从多

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安徽大学王天根教授以

《陈独秀与新文化的舆论动员》为题，探讨了“五

四”前后北大的历史及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的

关系，指出李普曼与杜威的舆论及分析对中国

新闻传播史有着深远影响；山东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王咏梅教授通过《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政

之对劳农俄国认识的比较研究》，展现了两人对

劳农俄国的认知差异，并梳理其经历分析背后

原因；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汤奇学教授在《陈独秀

与新文化运动》中，细致剖析了陈独秀在新文化

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场研讨结束后，与会专家以“《新青年》创

刊110周年”为主题进行了学术圆桌研讨，多位

专家分别就会议主题进行发言。

《新青年》创刊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安庆召开

泗县网信办开展网络举报宣传活动
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星报讯（陆运动 记者 禹志强） 为增强群众网络举报意识，抵制

网络谣言，营造清朗网络环境，6月14日，泗县县委网信办组织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深入城区大型综合商场，开展“携手参与网络举报 共

同抵制网络谣言”宣传活动。

活动中，网信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围绕网络谣言危害、识别与举报方

法展开科普。通俗易懂的案例讲解，让群众清晰认识到网络谣言对个人

权益、社会秩序的冲击，更填补了大家“遇谣不知如何举报”的知识空

白。参与群众表示，志愿者带来的内容“干货满满”，从识别谣言特征实

用技巧，到遭遇网络侵权时举报渠道、维权路径，都讲解得清晰透彻。

“以前碰到可疑信息，不知道咋辨别真假，遇到侵权也没头绪。

现在学会查证方法，尤其是清楚了咋举报，以后上网更有‘底气’啦！”

现场一位市民如是说。活动当天，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现场答疑

互动10余人次，不仅有效促进群众从被动“避谣”到主动“治谣”转

变，更激发大家主动参与网络治理热情。

“有了这红本

本，我公司可以

更安心开展毛竹

林经营管理了！”

近日，绩溪县龙

丛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兴奋

地从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领到两本

自留山“三权分

置”林地经营权

不动产权证书，

这是绩溪县首次

发放该证，标志着该县自留山“三权分置”改革成功落地。

长期以来，自留山的相关规定制约了其价值和权利的实现。为

推进自留山改革，今年，绩溪县被省林业局、自然资源厅列为全省自

留山三权分置试点县。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精神，绩溪县积极探索自留山

“三权分置”改革。4月份，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林业局联合出台

《关于林权类(自留山)三权分置登记办理的意见（试行）》，该意见将

自留山林地长期使用权分为使用权和经营权，赋予自留山林地经营

权流转和融资担保权能，完善自留山林地长期使用权继承和自愿有

偿退出政策，妥善解决自留山林权确权登记问题。

板桥头乡龙丛村积极抓住改革契机，成立了绩溪县龙丛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整合毛竹资源72亩，实施退化林修复项目。此次自留

山林地经营权办证面积8亩，涉及农户2户，流转期限20年。

自留山林地经营权的流转，可以解决自留山农户外出务工导致

自留山无人管理或闲置等问题，提高林地使用效率，同时为林业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真正放活林地经营权，增强林业发展活力。

下一步，绩溪县将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规范开展自留山

“三权分置”办理工作，推动“小山变大山”改革，让“三权分置”政策惠

及更多林农、林企，为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可借鉴可推广

的实践经验。 丁宏洲 曹开发

绩溪县首次发放自留山
“三权分置”林地经营权不动产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