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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一地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春色入宏村
3月21日，在世界文化遗

产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

拍摄的旖旎春景。春日，世界

文化遗产地安徽省黄山市黟

县宏村的李花渐次盛开，簇簇

团团，与粉墙黛瓦的徽派古民

居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李飞 施亚磊 文/图

据新华社电（记者 杨湛菲 徐壮） 2023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2日在京揭晓。山东

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

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

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

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

沉船遗址（按年代早晚排列）入选。

宣布评选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

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过去一年，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进

展，“考古中国”24个重大项目统筹推进，265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开展，1367项基

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施，实证中华文明突

出特性。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

表。这些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

动展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

据介绍，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经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由评委投票选

出。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会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

合肥发布餐饮服务单位
采购加工肉类食品提醒告诫书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玲） 日前，合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现发出提醒告诫，禁止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

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对餐饮服务单位经营行为可以给予监督，举报投诉电

话: 12345、12315。

同时，合肥市餐饮服务单位禁止使用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

检疫不合格的肉类，以及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落实

进货查验制度，严格索证索票，采购猪肉类还应查验并留存猪肉

“两证一报告”(动物检疫证书、肉质检验证书，非洲猪瘟病毒检验

报告)；采购禽肉类，还应查验并留存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根据要求，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肉制品应查验并留存营业执照、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及检验报告。加工前应对肉类食品的

保质期和外观性状进行检查，发现有异味、酸败、色泽不正常、有粘

液、有霉点和其他异常的，应停止加工制作。

2024年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发布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记者昨日获悉，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日前发布2024年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共58项竞

赛，其中，省级一类行业赛26项、省级二类行业赛32项。

根据《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办法》，相关赛事均通过申报、

遴选、公示等程序，列入计划的竞赛，统一命名为“安徽省职业技能

竞赛—XX大（竞）赛”，符合条件的选手可申请授予“安徽省技术能

手”称号、晋升职业技能等级等，获奖选手和晋升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选手原则上均须控制在全部决赛选手的50%以内，所获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以竞赛组委会名义、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中心代章形

式发放。对未列入计划，但承担全国行业赛安徽省选拔赛职能且

符合条件的赛事，可另行会签，作为计划内赛事享受相关政策。

自2022年6月实施《安徽省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办法》以来，安

徽省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和选手奖励政策不断优化完善，竞赛核心

竞争力不断提升。2023年，全省支持举办省级行业赛55项，统筹地

市办赛337项，近16000多名竞赛优胜选手晋升了职业技能等级，

安徽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6金3

银1铜58个优胜奖，金牌榜位居全国第五，技能水平和竞赛水平跻

身全国第一方阵。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记者昨日获悉，为

加快推进合肥市纸、钢、有色金属（铜、铝、铅、

锌）、塑料、橡胶、玻璃、动力电池等主要废旧

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由合肥市发改委起

草的《合肥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日前经合肥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并

经合肥市政府同意后出台。

《实施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

领，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抓手，持续完善

废旧物资回收网络和循环利用产业链，促进

二手商品规范流通，推动再生资源和再制造

产业绿色化、集群化、数字化、高值化发展，

全面提升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回收网络体系更加健全、加工

利用水平稳步提升、二手商品交易规范便

利、再制造产业发展质量双升的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到 2030 年，建成覆盖全面、运

转高效、规范有序的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各类废旧物资源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再生材

料在原材料供给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规模、质量显著提高，在全国

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实施方案》的重点任务是健全废旧物资

回收网络体系、提升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促进二手商品规范便捷交易、打造再制造产

业区域品牌、推动循环利用重点项目建设。

在实施中，一是要科学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

关系，加强政府在体系建设、政策扶持、规划

布局中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各类企业、社会团

体、公众参与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协力推进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

系建设。二是要充分发挥回收利用产业园区

平台作用，将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和产业布局

有机融合，强化专业分工协作，推动资源共

享、整体优化、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区位、资

源、产业基础优势，推动优势产业、企业、资

源、要素向园区集中，积极培育示范场景，打

造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合肥模式。三是要聚焦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及再制造重点领域，加强

产学研合作，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

创新，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推广应

用先进适用技术装备。加强废旧物资分类回

收，分品类探索创新回收模式，提升再生资源

精细化回收利用水平。四是要数字赋能、重

点突破。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废旧物资循环

利用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信息平台建

设，围绕产业链布局信息链，着力补强薄弱环

节，打造全生命周期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

合肥市出台实施方案

打造废旧物资循环利用合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