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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

成浇筑，由安徽建工路桥承建的合肥新桥

机场S1线3标岗集站至四里河站高架区

间桥梁顺利合龙，至此区间主体结构施

工圆满完成。合肥轨道交通S1号线是合

肥城市轨道交通“动脉线”，线路建成运

营后，将串联新桥国际机场、新合肥西站

两大交通枢纽，连接既有运营2号线，实

现合肥市中心区与空港组团、岗集组团

的快速联系，对方便市民出行、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促进市域融合一体发展、支撑

合肥都市圈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据合肥发布

合肥新桥机场S1线最新消息！

S1线岗集站至四里河站高架区间桥梁合龙现场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实习生 任乐添 ）每年入冬之际，

在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竹塘村，村民李莲琴和老伴就要

开始忙活。他们买来面粉做成挂面，然后挑着成品到集市

上售卖，每斤价格6元~7元。回来算算，刨去成本，只赚个

辛苦钱。尽管如此，为了生计，李莲琴一家还是坚持了一

年又一年。

事情在2020年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她来

到合肥竹塘食品有限公司，她的手工挂面制作从“家庭作

坊式”发展成“工厂集约式”。像李莲琴这样的老手艺人，

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李莲琴告诉记者，在公司里，他们只管制作挂面，采购

和销售等环节均有人统一安排，老手艺人做出一斤挂面，

就有了5元纯收入。如此一来，李莲琴和老伴轻松不少，

获利却比以前多出很多。

让李莲琴一家开心的是，不久前，合肥竹塘食品有限

公司又有了一个新称号——安徽省首批“食安名坊”，同

时获批的还有包括合肥肥东县梁园百年吴家糖店、涡阳

县义门镇锁影熏牛肉店在内的100家小作坊。

“手工挂面的制作，会经过18道工序，揉面、醒面、盘

条、上竹、拉面、晾晒……”李莲琴介绍，整个制面的过程

需要两天时间，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一小缸是50斤的

面粉，光揉面就需要1个小时以上。”手工制作挂面的过

程费时费力，面临“后继无人”的囧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走访、调研和论证，

2019 年，合肥竹塘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建设很多单独

的操作间，将村里的老手艺人集中起来，统一生产标

准，统一销售渠道，保证了质量，还拓宽了销路，现在

竹塘社区还牵头成立挂面协会，加强品牌建设，产品

远销外地。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 2 月印发的《关于

2024 年实施 50 项民生实事的通知》，其中提到把“实施

‘食安名坊’培育行动，培育100家‘食安名坊’，以点带面

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列为2024年50项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12月中旬，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安徽省

首批“食安名坊”的名单。

近年来，安徽省高度重视小作坊食品安全和产业发

展，积极推进“食安名坊”培育行动。全省取得登记证的

小作坊已从 2019 年底的 6000 余家发展到现在的 1.3 万

余家，共培育示范小作坊1637家、小作坊示范集中区(园

区)55 个，安徽省食品小作坊已从整治规范升级到品牌

建设阶段。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健全完善

“食安名坊”动态调整机制和跟踪监管力度，积极引导

“食安名坊”参与各类产销对接、文化交流等活动，持续擦

亮“食安名坊”品牌。

灵活解保纾企困 调解履行促共赢
近日，宁国市法院以案件纠纷实质化解为发力点，转变

调解思路，依法灵活解保，成功化解了一起涉企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最大限度保障了双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将案件

“两难”转变为“保民生”和“护营商”的“双赢”。

据悉，安徽某材料公司一直为上海某物资公司提供织

物材料。因供应的部分产品存在色差，材料发往韩国后，

客户不满退货，给物资公司带来清关、运输等多方面损

失。案件于12月初立案后，依据原告物资公司的申请，宁

国市法院依法对该材料公司采取保全措施。收到保全裁定

后，材料公司找到案件法官，表示因账户冻结，其公司账户

资金难以运转，职工工资正常发放也成了问题。

承办法官了解后，立即对该材料公司开展线下调查。经

了解，材料公司所述情况属实，且该公司为该市招商引资项

目，一直以来经营效益良好。为帮助该企业渡过难关，承办

法官积极与原告物资公司联系沟通，积极争取理解和支持，

解除了对被告公司银行账户的部分保全措施，确保该公司部

分资金流转及工资发放。

庭审过程中，因赔偿金额问题，双方再次“不欢而散”。庭

后，承办法官再次与双方代理人联系，询问双方意见，并逐项分

析利弊。最终，在承办法官的积极促成下，双方达成和解，材

料公司支付物资公司赔偿款19万元。同时，承办法官第一时

间解除了剩余财产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双方企业

诉求，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程煜清 曹开发

宿州埇桥区：
药材飘香采挖忙 振兴路上有“良方”

星报讯（张欣欣 郭一鹏 记者 禹志强） 眼下，正值板蓝

根丰收时节，在宿州市埇桥区蒿沟镇巩家村的盛为跃板蓝

根种植基地，农户正忙着抢抓时节采收出售板蓝根，药材

地里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日前，记者走进盛为跃家庭农场板蓝根种植基地，绿油

油的板蓝根挤满田间，长势甚是喜人。村民们正手拿铲刀弯

着腰娴熟地将一株株板蓝根快速割下，现场收割、搬运、装车

一气呵成，才一会功夫，一辆装满板蓝根的三轮车缓缓驶离

基地。“基地种有板蓝根50余亩，从今年六月份栽苗到现在，

这期间我做了大量的管护，板蓝根长势特别好，植株又大又

高，预计总产量在7万斤左右。”基地负责人盛为跃告诉记

者，目前，根茎收购每斤1块钱左右，叶子收购价为每斤五毛

左右，今年预计收入10万余元。“板蓝根种收都需要人，活轻

又离家近，而且每天还有60元的工资，挣钱顾家两不误。”正

在基地干活的村民盛小妞笑盈盈地说道。

近年来，蒿沟镇充分利用气候、土壤、光照等自然资源优

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种植结构，牢牢牵住产业振兴“牛鼻

子”，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式板蓝根、白芷等中药材种植产业，

培育乡村振兴经济新增长点，让“苦”药材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的新渠道。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12月23日，记者获悉，

今年以来，安徽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你点

我检”专项抽检2万余批次。

围绕“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等重点领域，聚

焦“一老一小”食品、校园食品、网购食品、地方特色食

品等重点产品，安徽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线

下活动等渠道，广泛征集消费者意见，常态化开展

“你点我检”专项抽检。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共组织“你点我检”现场活动100余场次，检出

不合格食品567批次，不合格食品大类主要为食用农

产品、餐饮食品（腌腊肉类自制）、糕点等。对于抽检

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开展

核查处置，已督促生产经营者查清产品流向，召回、

下架不合格产品，做好风险控制、排查问题原因、落

实整改措施、完善相关制度，消除风险隐患。

据悉，安徽省委、省政府已连续三年将食品安全

“你点我检”列入民生实事项目，安徽省市场监管局通

过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加强与公众

的互动交流，让人民群众感知食品安全就在身边。

据介绍，下一步，安徽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以

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意见征集系统上

线运行为契机，秉持“开门办抽检”理念，坚持聚焦民

意、科学严谨、规范有效、公开透明的原则，常态化、

规范化开展活动，营造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格局。

安徽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逾2万批次

安徽省首批“食安名坊”名单公布

从“家庭作坊”到“工作室”肥东李莲琴乐开怀

“徐法官，他们欠我们公司的钱全部打过来

了！省了我们好多事，法院工作效率真高！”近日，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涉企审判团队通过“云上

法庭”，成功帮助企业追回74万元欠款，避免了案

件进入审判执行程序，实现了企业诉讼“零成本”、

司法服务“零距离”。

2021年年底，被告B企业因承包工程过程中资

金周转困难，其法定代表人李某向A企业借款100

万元用以垫付工程款，A企业基于B企业的经营状

况良好，向李某账户转款100万元，但到约定的还款

时间后，李某仅还款26万元，仍剩74万元未还，多

次催要未果后，A企业将B企业和李某诉至法院，请

求返还74万欠款及40778.11元利息。

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

情，积极与原、被告双方取得联系，客观分析案件事实，

在与被告沟通中，李某表现出主动偿还欠款的意向。

鉴于该案事实清楚，争议较小，承办法官从企业

经营发展角度出发，考虑双方当事人距离较远的客观

因素，决定通过“云上法庭”调解，来化解此纠纷。

在“云上法庭”，隔着屏幕双方“面对面”地坦

露心声，经过承办法官两个多小时的耐心疏导，双

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A企业放弃利息请求，李某

和B企业承诺两日内一次性支付74万元，并在线

上签订了调解协议。在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的同

时，李某分两笔将74万元转入A企业指定账户，至

此，本案圆满化解。 许变 赵永莉

“云上法庭”为解纷加速，74万元欠款火速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