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生态环境

厅获悉，2022年该厅将启动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在十一届省委任期内，对各省辖市党委和

政府、省直有关部门以及有关省属企业开展例行督

察，并根据需要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针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组织开展专项督察或派驻监察。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重要延伸和补充。我省是全国最早探索开展省级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省份之一，2016年至2019年，在

全国率先实现对16个省辖市两轮省级督察全覆盖。

2021年，我省纵深推进省级督察，在全国实现

三个“率先”，率先以省级督察形式对池州、六安、宣

城、黄山等4市开展自然保护地专项督察，率先对淮

北矿业、淮河能源、海螺水泥、铜陵有色等4家省属

企业开展例行督察，率先对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林业局等 3 家省直部门开展例行督察。

2021年三批督察中，共与224名处级以上干部进行

个别谈话，走访问询87个单位，现场检查点位2017

个，受理信访举报542件，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大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公开曝光10个典型案例，强化

督察震慑。

2022年，省生态环境厅将启动第三轮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工作。目前，工作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

批准，将分两批对4个省辖市、2个省直部门和2家

省属企业开展例行督察。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为推进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从2021年起，省委、省政府建立“1+1+N”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调度系统。第一个“1”是指中央

和国家层面交办的问题，中央层面交办我省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365个，已完成整改282个，第二轮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共转办信访件3815件，已办结3735件。

第二个“1”是指省级层面发现的问题，省级生态环保

督察共交办问题2494个，已完成整改2271个；共转

办信访件13871件，已办结13847件；三批省级警示

片披露问题239个，已完成整改150个。“N”是指各市

自我排查、整改的问题。

今年安徽将启动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近期，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宿州市砀山烙画、

砀山梨膏糖制作技艺两个项目榜上有

名。砀山烙画是一门形式独特的传统画

种，创作时用烧红的铁棒、铁片、铁针等

工具，在木板和葫芦上烫出花鸟虫鱼、山

水、人物等图案。完成一幅烙画作品，要

经过设计、构图、选料、脱稿、烫烙、修整、

平磨、抛光、装裱等步骤，将中国传统的

线、面造型等充分糅合，技艺繁杂高超，

具有独特价值。 ■ 李艳龙 记者 禹志强

法治安徽专项劳动和技能竞赛
列入省级竞赛计划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5月27日，记者从安

徽省司法厅获悉，安徽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省总工

会近日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全省劳动和技能竞

赛的通知》，明确将法治安徽专项劳动和技能竞赛

列入2022年省级劳动和技能竞赛计划。安徽省

司法厅、安徽省总工会共同成立竞赛活动组委会，

统筹竞赛活动开展。

星报讯（记者 吴笑文） 日前，安徽省黄梅戏

艺术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换届会议暨第四届

理事会一次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报告了第三届

理事会工作，选举出第四届理事会，修改通过了基

金会章程，并研究部署新一届理事会重点工作。安

徽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蒋建国当

选为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

理事长。

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叶文成在会上作工

作报告，他表示，2018年12月以来，第三届理事会积

极组织参与庆祝建党百年活动；成功举办黄梅戏艺术

创新发展论坛；精心组织纪念严凤英王少舫诞辰活

动；认真抓好优秀黄梅戏电影剧本征集评选；圆满完

成戏曲嘉年华演唱系列活动；深入推进黄梅戏曲进校

园演出活动；大力支持黄梅戏艺术团体办刊出书；切

实加强基金会自身建设等。基金会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构建共建、共赢、共享的长效机制，为促进黄

梅戏艺术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蒋建国在会上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面对新时

代与新形势，从全面加强基金会的组织建设、积极

做好黄梅戏文本创作和理论研究、努力提高基金会

的服务质量、实现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注重黄梅

戏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规范基金会的内部管理等方

面寻求突破和发展，力争把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

基金会打造成省内文化高等级的社会团体组织，为

黄梅戏艺术繁荣发展当好“助手”，为院团蓬勃发

展当好“帮手”，为出戏、出人、出成果、出效益当好

“推手”。

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于1994年12月

成立，迄今已走过近28个年头。

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换届

“渔博士”助力宣州区水产
高质高效发展

日前，由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和宣

城市宣州区农业农村局合作共建的宣州区水产博

士科研工作站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宣州区渔业产

业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宣州区水产博士科研工作站成立后，省农科院

水产所将积极促进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对该区水产

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攻克产业关键技术难题，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健全渔业科技创新体系，为

宣州区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宣州区也将充分利用丰富的渔业资源和良好

的产业基础，为博士团队提供更多的施展空间，推

动“政研产推”相结合，引导农业科技创新要素向

产业一线聚集。截至2021年底，宣州区水产养殖

面积35.7万亩，水产品总产量达6.6万吨，渔业经

济总产值达26亿元，占全区农业产值的三分之

一。全区拥有省级水产良种场1个，市级良种场1

个，渔业专业合作联社5个。水阳镇被中国渔业

协会授予“中国幼蟹第一镇”荣誉称号，洪林镇因

稻虾综合种养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被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授予“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 姚颖 余庆

肥东县杨店乡：
扎实推进禁毒铲毒工作

为强化毒品源头管控，减少毒品对社会的危

害，肥东县杨店乡严格落实“禁毒铲毒”行动要求，

扎实推进禁毒宣传和排查管控工作。

该乡以“不留一块死角”为原则，以墙角院落、

废弃房屋等隐蔽地区为重点，利用网格化管理优

势开展全方位踏查，让“有毒之花”无处藏身，从源

头上遏制毒品犯罪。同时，以微信群、墙绘、广播、

宣传单等载体为手段，为群众普及种植罂粟的危

害，让种毒违法、种毒必铲、种毒必究的法制观念

深入人心。

经踏查，该乡未发现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

下一步，该乡将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禁毒铲

毒工作，为平安杨店建设保驾护航。 ■ 周艳梅

星报讯（记者 吴承江） 5月28日，在合肥市文

联、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合肥市收藏家协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中国书法大厦成功举办，安徽

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收藏

家钱念孙当选为首届会长。

钱念孙在会上表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辉煌灿

烂的中华文明史为收藏创造了良好条件，安徽悠久的

历史和厚重的文化为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收藏

事业也能促进国家地域历史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合

肥市收藏家协会将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遵

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协会将以更多的热情，为广大会

员服务，为繁荣合肥收藏文化、建设文化强市，贡献积

极的力量。”

会上，合肥市收藏家协会顾问著名人物画家，现任

中国画学会副会长王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大

学兼职教授、安徽省书画院特聘画家林存安，原安徽省

文化厅副厅长唐跃也分别对协会的圆满成立表达了祝

贺，并就协会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据悉，协会成立后，除了组织收藏研究和学术交

流活动，还将举办一系列收藏展览交流等活动，促进

收藏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搭建合肥市收藏爱好者

鉴赏学习、交流共享的平台，进一步助力合肥市文化

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合肥市收藏家协会正式成立

绩溪县开展“送科技下乡、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5月26日，绩溪县林业局2022年林业科技活

动周“送科技下乡、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家朋乡

举行，由林业科技特派员、科技指导员组成志愿服

务队开展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活动。

服务队来到幸福村十组长坵田山核桃林种植

基地，分析部分山核桃枝条枯死的原因。服务队

在党坑村举办了山核桃病虫害防治技术及香榧栽

培技术培训班，党坑村委会干部、党坑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党坑村林农等30余人参加培训，发放培

训资料 60余份，现场解答林农咨询技术问题 8

个。此次活动得到林农的欢迎。■ 丁宏洲 曹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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