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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啟成 记者 沈夙婉）记者从市数管局获
悉，近日，我市安徽恒信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
发电量分析数据”成功获得《数据产权登记证书》。这是
全省光伏能源领域首张数据产权证书，标志着安徽省数据
交易所工作站（六安市）首单数据产权登记业务落地。

据悉，作为全省首批成立的5个地市工作站之一，4月
中旬，在市数管局指导下，六安市绿水云山大数据公司成
立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工作站（六安市）。5月初，工作站安
排专人对接指导安徽恒信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全面盘点企业内部数据，整合、清洗公司光伏电站业务的

多维度数据，于5月底形成“企业发电量分析数据”数据产
品并在安徽省数据交易平台公示。近日，该产品成功获得

《“企业发电量分析数据”数据产权登记证书》。
该证书的颁发，是我市首个民营企业在数据要素市场

的探索实践，也为安徽省数据交易所与地市工作站“省市
协同共建”的创新模式提供了“六安样板”。据悉，该数
据产品可用于分析电站发电效率、研究天气对发电量的影
响（如晴天与雨雪天的差异）、优化能源管理与预测模
型、指导设备运维识别低效或故障时段，以及支持绿色能
源政策制定。

全省光伏能源领域首张数据产权证书落地六安

仲夏时节的白马尖，溪水潺潺低吟浅
唱，清凉的山风掠过深林，一株株青翠的霍
山石斛，紧贴着石头茁壮生长，密林中散发
出清冽药香。这一株株曾濒临消失的“仙
草”，扎根在万亩野生霍山石斛栽培基地，
而守护它的，是一位在实验室与悬崖间穿
梭了十余载的“守斛人”——— 戴亚峰。当他
指尖抚过幼苗的嫩芽，掌心的温度里，藏着
濒危物种“重生”的密码，也藏着大别山深
处产业振兴的希望。

“一株难求”终变“万亩花开”

“你看，这里是‘种苗产房’，一共有15
间，年培养400万瓶，一年能‘生’出2亿株
种苗！”6月13日，在九仙尊霍山石斛股份
有限公司无菌育苗室，一排排种苗立体培
养架映入眼帘，公司总工戴亚峰轻轻地拿
起一瓶石斛苗，只见针尖一样的种苗，铆
足了劲生长，舒展着翡翠般的新芽。

看着长势喜人、根系发达的幼苗，戴
亚峰眼里满是笑意。要知道，从当初满山
寻遍“一株”仙草的种苗，到如今的万亩霍
山石斛种植基地，戴亚峰用了整整15年。

上世纪90年代末，彼时20多岁的戴
亚峰，还在浙江一家上市药企潜心从事铁
皮石斛研究开发。作为一名从大别山区走
出去的技术人员，他对石斛的“前世今生”
可谓如数家珍。当时，霍山石斛虽然名气
很大，但由于缺乏保护，已经到了濒临灭
绝的境地，被列为国家一级濒危珍稀药用
植物。

“如果再不进行抢救性保护，这个物
种很快就会消失。”怀揣着这样一份紧迫

感、责任感，戴亚峰毅然辞去早已熟悉的
工作岗位，带着挽救霍山石斛的初心，揣
着多年的研究成果，回到了六安。

如何让霍山石斛走出濒危境地？首先
要做的就是寻找野生种源。于是，刚回到
六安的那几年，戴亚峰跑遍了霍山石斛的
原产地。当地的老药农看着这个陌生的小
伙子，一趟趟往山里跑，逐渐从一开始的
不理解，到后来的满心钦佩。也许是被他
这份对石斛的“执拗”感动了，老药农带他
爬到老屋后面的山崖上，拔出看护了几十
年的几丛野生霍山石斛，小心翼翼地交给
了他。

老药农眼中的期望和信任，让戴亚峰
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他一头扎进实验室，从
植株消毒、配方设计、扩繁接种，每一步都
小心翼翼。早年间，霍山石斛组培苗移栽成
活率低，这是一个公认的难题。在没有任何
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戴亚峰一次次走
进深山老林，和老药农们一起攀上悬崖峭
壁，观察和探讨野生霍山石斛的生长“习
性”。

一年后，经过上万次组培试验，他终于
攻克了霍山石斛种胚萌发率低、原球茎增
殖少、小苗生根难等一系列行业难题，实现
了人工规模化育苗。随后，他用各种基质材

料进行试验，破解了室外栽培秘诀，总结
出一套“无土架空、遮阳补湿”的大棚栽
培模式，将栽培成活率由原来的不到5%，
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实现了规模化量
产。

“这边是霍山太平畈，这是在白马尖，
那是在黑石渡……”戴亚峰指着智慧大屏
这样介绍，石斛生长、发育、基地管护，通
过基地溯源智慧云网都可以尽收眼底。

从实验室走向种植基地，从“一粒
种”到“万亩斛”，戴亚峰带领团队一步一
个脚印。从大棚栽培到“林下碎石、生态
有机”种植，再到“山谷原石、拟境栽
培”，如今，他们将霍山石斛栽在山谷中
树林下的原石上，成活率高达95%以上，
品质与野生石斛相似度达99%。这一创
举，让霍山石斛重返山林，真正践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点石成金”化作“亿元产业”

霍山米斛清润膏、霍山石斛西洋参颗
粒、霍山米斛花茶……在九仙尊霍山石斛
旗舰店各大网络销售平台，可以看到琳琅
满目的霍山石斛系列产品。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从最初的原料生
产，到最终投向市场，深加工都是必须经
历的重要一环。当霍山石斛种苗、规模化栽
培问题解决之后，戴亚峰又立即投身产品
的精深加工。 （下转四版）

匠心守护：从“一粒种”到“万亩斛”
本报记者 汪娟 储著坤 本报讯（贾世权 记者 储著坤）近日，在六安海关的监管

下，六安市鸿源食品有限公司一批重18吨、货值约72万元的冻煮
龙虾仁，顺利发往海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全市出口水
产品货值达1 . 81亿元，同比增长约200%，其中，小龙虾及其制品
为主要出口品种。

“受国际形势影响，今年以来，我们在海关部门的精心指导
下，抢抓出口的窗口期，订单量和出口量实现了双提升。”六安市
鸿源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为助力我市水产品“畅游海
外”，六安海关推出提前申报、优先查检等系列通关便利措施，畅
通水产品出口绿色通道，为企业出口大幅减少时间和经济成本，实
现了水产品通关全流程“零延时”。

“通过主动上门帮扶，全流程精准辅导，召开关企座谈会等方
式开展政策宣讲，指导企业运用国际标准管控生产环节，把控产品
质量关，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强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的信心。”六安海关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将持续优化监管服
务，精准把脉水产品出口趋势，加强政策解读和预警服务，支持六
安特色水产品更加稳健“畅游”国际市场。

前5月我市水产品出口额超1 .8亿元

本报讯（记者 崔璨）6月20日，由安徽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六安市商务局、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国际商
务职业学院、省网商协会共同承办的2025年安徽省电商行业职业技
能大赛互联网营销师（视频创推员）赛项复赛暨创客特训营，在我市
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56名视频创推精英齐聚皋城，展开为期三
天的“赛训融合”实战，为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作为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本届大赛以“锻造视频创推硬实
力，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为目标，首创“赛训深度融合”模式，将竞技比
拼与实战培训有机结合。复赛阶段不仅设置技能考核，更通过特训营
为选手提供“一站式”能力提升平台。此次大赛通过四大突破性举措
引领赛事变革：首创“赛训融通”机制，整合行业导师指导、企业资源
对接、沉浸式实操任务，形成“学—练—赛”闭环；面向全省高校开放
赛道，以企业需求定制课程，为行业储备青年力量；专设驻村干部培
训，聚焦六安茶叶、羽绒等产业带，开展农特产短视频营销实战教学；
选手抽签绑定安徽名企IP，围绕“产业振兴”“文化传承”等主题创作
短视频及运营方案，以“真题真做”助力品牌“破圈”。

据悉，7月中旬，晋级的20名选手将围绕“徽商文化传承”“农产
品上行”“数字消费升级”展开终极对决。

我省56名视频创推精英皋城“论剑”

本报讯（张习雯 记者 杨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
告，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正式认定金寨红
茶、万佛湖鳙鱼、舒城黄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至此，我市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总数跃升至15个，稳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我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理标志资源

潜力，构建起全链条培育发展体系。通过出台《六安市主导农业特
色产业集群建设行动计划》，夯实地理标志培育根基；将地理标志
培育申报工作纳入“十四五”市场监管规划与年度重点任务，同时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地理标志资源普查，对茶叶等10余个
特色产品进行系统梳理、登记造册，建立梯度培育机制；邀请省内
外专家开展专项培训，为行业发展注入专业动能。在监管创新方
面，制定并发布多项信用监管文件，对全市331家用标企业实施分
级分类管理，推动地理标志产业规范化发展。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地理标志培育工作，通过强
化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品质、完善产业标准，进一步增强地理标志
产品核心竞争力，充分释放产业经济效益，助力我市地理标志产业
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金寨红茶、万佛湖鳙鱼、舒城黄姜入列

全市已有15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本报讯(记者 储著坤)当前，霍山石斛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总
产值约67亿元，是我市的一张“金名片”。为有效打击霍山石斛市场
严重违法行为，维护品牌形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产业健康
有序发展，近日，霍山县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
举报霍山石斛市场严重违法行为奖励1000元。

6月16日，霍山县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中药产业发展中心及霍山
石斛产业协会联合推出“硬核”举措，发挥社会共治作用，推动霍山石
斛市场专项整治，举报奖励范围包括：制售假冒伪劣霍山石斛产品的
行为，比如有些不良商家，用其他品种的石斛产品假冒霍山石斛产品
销售，或者使用其他石斛衍生品来假冒霍山石斛的衍生品，像石斛
粉、石斛原浆、石斛汁、石斛膏之类，还包括虚标产地、以次充好、名实
不符，以及乱用农业投入品导致产品农残和重金属严重超标等违法
行为。同时还包括，商业活动中的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标、专利、地
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行为，伪造冒用认证专用标志行为等。

对于社会公众及相关知情人举报霍山县范围内石斛种植、加工、生
产、流通等环节的严重违法行为，经过相关部门查证，举报内容与违法事
实基本相符，将参照相关规定给予举报人1000元奖励。提倡实名举报，
如果同一有效线索多人举报，奖励首位有效举报人。另外，举报人须如实
反映情况，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受理举报单位会严格保密，严禁泄
露举报人信息；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霍 山 举 报 奖 励 机 制
守 护 霍 山 石 斛“ 金 名 片 ”本报讯（记者 沈贤中 王倩）深入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霍山县农业农村局始终坚持以学促
干，积极推动作风转变和服务提升，切实
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三农”的生
动实践。

为解决群众农业生产技术需求，霍山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手把手”技术指导，推动学教
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5月初，但家庙镇光
辉家庭农场800亩水稻育秧出现出苗不齐问
题，农技专家立即奔赴现场进行诊断，发
现系未按要求叠盘码堆暗化所致，经调整
工艺后出苗率从不足40%提升至95%以上。

在小麦生产方面，霍山县建立5处病虫
测报点，发布5期病虫情报，组织20余名专
家驻点指导。1 . 2万亩冬小麦赤霉病防治处
置率达100%，65户种植大户病虫害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通过“田间课堂+即时响应”
的服务模式，确保农户听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关键技术。

聚焦农技需求

服务田间地头

锲锲而而不不舍舍落落实实中中央央八八项项规规定定精精神神

本报讯 (聂焱 邓宏远 记者 谢
菊莲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不断筑牢粮食安全农田根基。
全市耕地面积74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651万亩。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建高
标准农田452万亩，其中覆盖永久基本
农 田 4 2 5 万 亩 ，分 别 占 全市耕 地 的
60 . 35%、永久基本农田的65 . 28%。

坚持因地制宜，与地形实际相结
合。为解决农田碎片化问题、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提升项目建设质效，我市持
续加大农田宜机化改造力度，积极推进
坡耕地改梯田，通过“小变大、短并长、
弯取直、坡改梯”，消除作业死角，降低
田坎系数和田面坡度，实现田块归并集

中、耕地平整连片。2019年以来，全市
累 计 投 入 1 3 1 2 0 5 万 元 平 整 土 地
122 . 61万亩，土地平整占比由8%提高
到84%。

强化融合建设，与水利项目相结
合。我市始终把水源、灌溉、排水三大工
程 作 为 高 标 准 农 田建设主要 内 容 ，
2 0 1 9 年 以 来 ，全 市 累 计 投 入
371109 . 94万元用于修建灌溉和排水
设施，同时，选取淠史杭灌区 (金安灌
片 )为试点，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融合发展。突
出“渠系联通、填平补齐”，对灌区干、
支、斗、农、毛渠系网络进行整体设计、
有效衔接，逐步完善从水源到田间完整

的高标准灌排体系，提高农田节水灌溉
效率。截至2024年底，淠史杭灌区已建
设高标准农田341万亩，其中覆盖永久
基本农田320万亩。

突出系统治理，与改善人居环境相
结合。在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高标准农
田项目时，树立全域建设理念，以生态
农田建设为载体，统筹推进农田建设与
村庄建设，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的美丽田园。在丘陵山区，当地充
分发挥青山绿水生态优势，将农田沟渠
与村庄水系相连通，将田间道路与“四
好农村路”相连接，将生态防护林与村
庄绿化相融，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乡
村旅游融合发展。

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质效双升

“冷”产品

“热”销海外

6月20日，在六安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玖佳制冷(六安)有限公司的自
动化生产线上，工人在组装生产制冰
机，准备销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
海外市场。
玖佳制冷(六安)有限公司深耕智

能制冷领域十余年，研发的家用制冰
机、商用制冰机可满足日均20公斤
的制冰需求。今年前5个月，裕安区
制冷设备出口额达236万美元，有效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张军 摄

戴戴亚亚峰峰正正在在观观察察石石斛斛种种苗苗生生长长状状况况。。朱朱传传高高 摄摄

裕安一企业跻身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本报讯（崔启超 记者 黄雪彦）近

日，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了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最新名单，其中六安
市胜缘食品有限公司榜上有名，填补了
裕安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
空白。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评
选是由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商务部等8个国家部门共同认定。该
评选以企业经营规模、创新能力、带动农
户能力、社会责任感等为核心指标，本着
优中选优，遴选一批发展势头好、行业影
响力大、品牌知名度高、联农带农紧的农
业企业，实行“两年一监测”的动态管理机
制，做到有进有出、等额递补，通过优胜劣
汰确保龙头企业队伍的示范性和先进性。

胜缘食品始终以“绿色发展”为最鲜
明的发展底色，始终坚持走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之路，坚持以卓越的
创新实践、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使产业
发展与农民致富结合，构建皖西白鹅有
机产业链，走出了一条产业创新、人民增
收、企业增效的发展路子，实现了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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