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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冷空气影响，气温持续下降

我省今天最低气温将降至-2℃
星报讯（张小雅 祝亮） 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

测，预计未来一周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仅25

日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受强冷空气影响，

24日我省气温将持续下降。24日早晨气温较低，

淮北地区最低气温-2～0℃，淮河以南 1～4℃。

25-27日，我省气温逐渐回升。28日还有一股弱冷

空气影响我省，平均气温将下降3～5℃。

具体预报：25日，江北多云到阴天，其中大别

山区有小雨；江南多云到晴天。26 日，全省多云

到晴天。

11月22日，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滁州市举办2023年“全省安全用药月”活动启

动仪式。

今年“全省安全用药月”活动主题是“安全用药 健康

为民”。活动期间将召开安徽省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安全用药专题直播访谈、“安全用

药大讲堂”示范巡讲等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

宣传活动，旨在宣传全省药品安全工作成效，普及安全用

药知识，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据《安徽日报》

我省启动2023年“全省安全用药月”活动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为保障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合法权益，切实减轻用人单位工伤待遇支付负担，进一步

优化我省营商环境，近日，安徽省人社厅等多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推进补充工伤保险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知》明确参保范围。将我省现行的补充工伤保险

制度覆盖范围，从已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扩大

至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其他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完善参保方式。明确补充工伤保险参保主体为用人

单位、属地管理权限和承保机构条件。补充工伤保险的

投保人为用人单位，被保险人为用人单位的职工（工作人

员），保险人为商业保险机构。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其他灵

活就业人员投保人，可为新业态从业人员个人或其服务

的平台企业及所属行业协会等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及其职工，原则上在工伤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补

充工伤保险。其中，行业或系统性单位，集团本部和分支

机构可在工伤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补充工伤保险，也可

整体在集团本部工伤保险关系所在地参加补充工伤保

险。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在就业地

参加补充工伤保险，也可在其服务的平台企业或所属行

业协会所在地参加补充工伤保险。

确定缴费标准。明确用人单位、新业态从业人员和

灵活就业人员、建设项目缴费标准。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暂未纳入工伤保险保障

范围的，可由新业态从业人员个人或其服务的平台企业

及相关单位缴费。明确待遇项目。

明确补充工伤保险待遇赔付项目和参考标准。按照

参加工伤保险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提出了待遇项目和标

准参考。细化赔付和鉴定规定。明确补充工伤保险伤害

确认赔付情形和劳动能力鉴定有关规定。参加工伤保险

的人员，承保商业保险机构可依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进行赔

付情形认定。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由承保商业保险

机构依据承保合同规定进行赔付情形认定。明确补充工

伤保险劳动能力鉴定标准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安徽省补充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扩大
新增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其他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1月23日，记者获悉，安徽

省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前印发《安徽省小餐饮食品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

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三年的小餐饮食品质量安

全提升行动，有效预防和管控小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提升全省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方案》要求，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要结合我

省小餐饮实际情况，通过强化备案信息公示、加大环境卫

生整治、严把原料查验关口、严格加工过程控制、推动“明

厨亮灶”建设、加强人员培训管理、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引

导适度集中经营、探索统一规范管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培育小餐饮品牌、推动特色化发展、压实包保督导责任和

经营户主体责任等具体措施，着力解决小餐饮后厨环境脏

乱差、食品原料进货把关不严、成品半成品混放、餐饮用具

清洗消毒保洁不规范、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不强、集约

化程度不高、特色品牌不强、包保责任和主体责任压得不

紧不实等问题，全力打造“明白、放心、安心”的消费环境。

《方案》强调，通过3年的规范提升行动，实现小餐饮

规范化经营、集约化布局、统一化管理、品牌化发展，到

2025年6月，全省备案小餐饮信息公示率达到100%；力

争到2025年底，全省每个县（市、区）基本形成不少于2个

小餐饮集中经营区，20%的县（市、区）建成不少于1个“食

安安徽”食品安全（餐饮服务）街区；争取到2025年底，全

省打造出一批品质优良、知名度高、受老百姓欢迎的小餐

饮地方区域特色“金招牌”。

安徽启动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三年提升行动

全省备案小餐饮信息公示率将达到100%

前10月，安徽16个地级市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82.4%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获悉，1 至 10 月，全省 16 个地

级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4%，同比

上升 0.8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

方米，同比持平；PM10 平均浓度为 54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8%。

地级市排名显示，1至10月，按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黄山、宣城和六安，排名

后三位的分别是淮北、宿州和芜湖；按PM2.5浓度，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黄山、宣城和六安，排名后三

位的分别是淮北、宿州和亳州；按优良天数比例，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黄山、宣城和铜陵，排名后三位

的分别是淮北、亳州和宿州。

从县（市）、市辖区排名来看，1至10月，全省59

个县（市）中，按PM2.5浓度，黟县、旌德、绩溪和歙

县等县（市）相对较好（从第1名至并列第8名）；砀

山、界首和临泉等县（市）相对较差（从倒数第 1 名

至并列倒数第9名）。全省45个市辖区中，按PM2.5

浓度，屯溪区、黄山区和徽州区等市辖区相对较好

（从第1名至并列第7名）；潘集区、烈山区和杜集区

等市辖区相对较差（从并列倒数第1名至并列倒数

第9名）。

锦鲤养殖
激起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11月22日，在位于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郭

王村的校春锦鲤文化产业园内，近70种纯进口锦

鲤摇曳身姿，一池绚丽，让人赏心悦目。锦鲤有

着“水中活宝石”的美称，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

经济效益。2022年，通过招商引资，该项目在当

地落地，总投资约5000万元，是目前安徽省内建

设标准最高、硬件设施规模最大的进口观赏鱼

类繁育养殖基地。目前，产业园中已储备锦鲤

17000 多尾，今年预计实现 1000 万元的销售收

入，助力当地乡村振兴。 星级记者 黄洋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