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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金匠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李传军提出的工伤认定申

请后,按照规定进行了调查核实并作出了
工伤认定决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六安市裕安区认定工伤决定书(裕人社工
伤[2023]0373号)。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我单位认领认定工伤决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
自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六安市裕安
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
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六安市裕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 告

（上接一版）
百洋铺治超站处理分中

心主任张俊在采访中表示，
“承诺轻罚”制度要求综合执
法机构及执法人员在执法过
程中采取“诚信守法”“说理
式”执法、“柔性”的方式，既彰
显了交通执法的力度，也体现
了文明执法的温度。

“近年来，市交通局将普
法宣传融入日常工作和行政
执法全过程、各环节，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执法大走访、工
作大调研、服务大提升”活动，
把行业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宣传落实到位，营造浓厚的普
法宣传氛围。”市交通局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政策法规科副
科长张从玖说。

“以案释法”助提升

近年来，市交通局针对客车非法营运、
货车超限运输、危险品运输、交通工程质量
监管等执法问题较多、社会群众关切的领
域，筛选市县区交通执法部门相关执法案
件，通过局门户网站发布了34期典型案例。

“我们在公众号上专门开设了‘以案释
法’专栏，采用‘文字+图片+短视频’的融媒
体形式开展宣传，每个案例下方都附有相应
的法律法规内容。这种方式既形象地讲明了
违法事实、法律依据、影响后果，在案例发布
过程中实现了内部学习、外部宣传双重效
果。”市交通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盛敏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以案释法，各基层执
法站所每月开展案卷评查，通报问题、及时
纠正。每年组织两次集中案卷评议，先由办
案部门对案卷内容、存在问题、改正方向等
开展自评，再由评议小组提出点评意见。通
过案卷评查评议，促进执法规范，提升执法
队伍能力和水平。同时，开办了“执法人员小
课堂”，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的工作要求，学习内容即包含执法难点、
案件处理等业务知识，还包含公文写作、办
公软件应用等常用技能，并通过执法领导干
部、业务骨干授课的方式，达到了以学促干、
学以致用、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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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要坚持成风化人，弘扬
网络文明社会风尚。让数字技术激
活六安文化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打造别开生面的系列特色IP。进一
步加强模范好人等典型网上宣传、
办好“春风雨‘六’”网络思政课、发
挥青少年网络素养基地作用，以网
络文化发展新成果助力思想道德建
设。要坚持激浊扬清，打造天朗气
清网络生态。持续开展“清朗皋
城”等专项行动。加强网络法治建
设，强化自媒体日常监管，大力整
治网络暴力、网络欺凌等突出问
题，更好实现网络空间的综合治
理。要坚持全员参与，汇聚共建共
享磅礴力量。完善工作机制，组建
自媒体协会组织，充分发挥正能量
网络大V作用，调动各层级各方面
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六安网络文明
建设凝聚强大合力。

大会还邀请了人民网的专家就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作了专题授课。

2023年六安
网络文明大会举行

（上接一版）
“以前，厨房流出的污水，直接排到地

里，然后顺着沟渠淌到了幽芳河，夏天气味
很重。去年，生活污水被收集起来，处理后跟
河水一样清。”在省级美丽乡村——— 衡山镇
东石门中心村，村民马经海深有感触。

几年前，村里改厕，卫生间污水有了去处。紧接
着，厨房生活污水也用管道收集起来了。在稻场外，
排着三个小池，卫生间、厨房产生的污水经过几道工
序，处理后清澈了许多。在东石门中心村，像马经海
一样，68户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得到了收集处理。

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土壤与自然生态保护股
负责人张海涛说，持续狠抓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
设，县域内空气优良率常年保持90%以上，主要水
库、河流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标准及以上，城乡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95%，全县环境质量持续
稳中向好。《霍山县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
究报告》指出，2019年和2020年霍山县“两山”转化
价值分别为105 . 03亿元和113 . 96亿元，年均增长
率8 . 5%，生态系统对社会积极发展的支撑作用不
断增强。

乐享“绿”氧吧

依山而居，山景之中的日出，美景与远方，时光
与情怀，享受与自在，就在花筑·归园民宿。9月4日
傍晚，特色民宿陆续迎来几位周边游玩的客人。

“节假日，特别是漂流期间，入住率能达到
100%。”店主华刚说，特色民宿是由原东方机械厂
第二食堂改造，项目总投资500万元，今年4月份开

业。落儿岭镇宣统委员朱明芳称，通过引入社会资
本进行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增加经济收入25 . 4万
元，可就近解决群众务工15人，通过民宿载体，可购
销群众大量农副产品，带动周边群众户均增收逾万
元。

好山水、好风景吸引人，特色民宿、新体验更留
人。“得益于全域旅游，镇里把几个村的闲置资金盘
活，依山傍水，借力温泉，打造陡沙河畔精品民宿，
然后引入能人大户经营。”上土市镇宣统委员徐良
国说，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可增加20多万元。

据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宋斌介绍，一
直以来，坚持“旅游兴县”不动摇，旅游基础不断夯
实，产业带动持续增强。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境内拥有5家4A景区、2家省级旅游度假区、2
家省级风景名胜区、3家国家地质公园分园区。其
中，金竹坪、堆谷山入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特色
小镇遍地开花，精品民宿如雨后春笋。2022年，全县
共接待游客1030万人次，综合收入58 . 9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10 . 2%和13 . 3%。

激活“绿”动能

“这里是现代电商农业、稻虾种养区、休闲康养
区、林下经济区、梯田耕种区……”衡山镇东石门村
党支部书记储志，饶有条理地说起了东石门村村庄

规划(2021—2035)，哪里能建房，建什么样
的房，都有统一规划，发展特色产业，也有具
体规划。

霍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开
政认为，通过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引导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切实筑牢了
生态保护根基。

在乡村，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园区，更有明晰
的发展战略、发展定位、产业定位和产业布局。

霍山经开区工委委员、组织委员叶泳称，作为
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霍山经开区，通过创新升级
园区平台、优化规划布局等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集中发展、集群发展、集
约发展，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工业之路。

“程序设定之后，许多工序由机器人完成。”9月4
日下午，走进霍山县经开区，在安徽新昕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厂房内，企业相关负责人贺明学介绍，今年
1月份投产，截至7月份，产值达到了3000多万元。

偌大的车间，只见机器臂一番操作，倒进铝水，
然后冲压，崭新的汽车铝铸件就生产出来了。贺明
学坦言，“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有着广阔的市场前
景，在生态环境好、营商环境优的霍山经开区落户，
未来发展信心与决心十足。”

霍山县主要负责同志说：“近年来，全县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将‘生态立县’放在首位，
生态与发展同频共振，绿色与一、二、三产深度融
合，努力争当‘两山’理论转化的排头兵。”

向绿而行 生态样本

山峰数百座，地无三尺平。“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山区小县怎么搞特色农业？近年来，重庆
市城口县盯准当地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优质林
下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冷水鱼养殖、中药材种
植、中蜂养殖等产业，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

冷水鱼“游进”大巴山

崖高谷深，河泉密布，水温气温适宜，这样的
地理环境是虹鳟鱼的理想家园，63岁的虹鳟鱼
养殖基地负责人周兆明忍不住夸家乡冷水鱼养
殖优势得天独厚。

周兆明口中的理想家园位于城口县蓼子乡
明安村，这里岩溶地下水丰沛，水温常年在9摄
氏度至13摄氏度之间。

“现在看是优势，放在以前却是劣势。”周兆
明谈到改养冷水鱼前的情况，连连摇头。他说，以
前养“四大家鱼”，但水温偏低，效益一直不好。

后来，在水产专家和政府引导下，他尝试改
养虹鳟鱼，这一试，试出了甜头，虹鳟鱼在大巴山
的冷水里品质高、病害少，能卖上好价钱。周兆明

连年扩大养殖规模，他的养殖基地如今每年出栏
60多万斤鱼，成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虹鳟鱼
养殖基地之一。

“自己富不算富。”每年劳务支出400多万
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增收，周兆明还希望周边
村民一起加入冷水鱼养殖。

说干就干。7月，一场由政府、虹鳟鱼养殖基
地、农户等参加的“冷水鱼产业座谈会”在蓼子乡
召开。大家议出一条“散户代养”模式：养殖基地
将孵化至20克左右的鱼苗分散到农户家中养
殖，待鱼苗长至1公斤时再统一回收销售。周兆明
盘算着，按照现在的行情，一家散户年均能创收2
万多元。

蓼子乡乡长王生贵说，当地正围绕冷水鱼打
造产、销、食、娱全链条产业，将带动更多人在家
乡致富。

林下药材“点绿成金”

骤雨初歇，阳光穿透树叶，林下一片葱郁。
“今年气候好，黄连长势喜人，预计长成后卖苗子
能收入300多万元。”城口县高燕镇红军村黄连

种植基地负责人李明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翻看
黄连叶片。

高燕镇因矿而兴，丰富的矿产资源曾让这片
土地“流金淌银”，却也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

转机发生在2020年，得益于国家储备林项
目建设机遇，城口县大巴山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在
高燕镇收储2000多亩林地，为高燕镇拓展出一
条因地制宜、因林施策的中药材种植之路，林下
空间变成了“聚宝盆”。

李明告诉记者，公司不仅完成前期疏林补
植、幼林抚育等工作，还免去两年土地使用费用，
大幅节省了成本，自己以“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主体+村民”的模式一口气建起700余亩的黄连
种植基地。

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收。林地里，10余名村
民正在除杂草。56岁的余达容说，自己因照顾家
庭无法外出务工，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起来后，在
家门口一个月就能有2000多元收入。

越来越好的生态还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药
膳+养生”成为当地旅游特色。今年“五一”假期，
4万多人涌入小山村，农家乐都忙不过来。

在山的另一边，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的箭叶
淫羊藿种植基地也迎来收获季，负责人胡建森
说，这一片片郁郁葱葱的“绿叶子”，就是助力乡
村振兴的“金宝贝”。

土蜂蜜“借网”出山

一介绍起家乡的高山土蜂蜜，电商主播刘兰
嗓门高了一倍：“大巴山里野花多，百花蜜丝滑浓
稠，大家不要错过！”

在城口县巴山镇农民村的中蜂养殖基地，刘
兰和搭档正穿着防蜂服直播采蜜现场。“这场直
播涨粉190多人，销售额近4000元！”直播结束，
刘兰看着后台数据满心欢喜。

刘兰家是老养蜂户，她知道，大巴山里生态
好、蜜源多，土蜂蜜特别甜，但受制于销路，好蜜
一直卖不上好价。

这两年，看到直播电商越来越热，此前在城
市工作多年的刘兰索性返乡试一试，摸索着在自
家中蜂养殖基地搞起直播带货。直播间里，好蜜
供不应求，自家蜂蜜卖完了，她就踏遍深山，为其
他农户的蜂蜜找买家。

去年，刘兰的直播间创下近160万元的销售
额，收购全县蜂农近1 .3万斤蜂蜜，带动大家一起增
收。“村里养蜂几十年，一直愁销路的蜂蜜，没想到
在直播间成了抢手货。”农民村村支部书记尹生说。

刘兰的点子也得到政府的支持。村里向县交
通局申请资金，硬化了山脚通往中蜂养殖基地的
一段道路，县商务委还免费对她的直播团队进行
培训。

随着粉丝量和回头客越来越多，刘兰和她的
团队将目光投向更多像土蜂蜜一样品质高但缺
乏销路的乡村特色农产品，让山中好物“借网”出
山。 （新华社重庆9月15日电）

念好“山水经” 唱响“林中戏”
——— 重庆城口乡村特色产业寻访记

新华社记者 万志云 周思宇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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