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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宣长林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9 月 3 日，

合肥蜀山区文化出口产业促进协会正式成立，50家文化

企业“抱团”，今后他们将建立信息发布平台，互通有无，

实现信息共享，这也是我省首个文化出口产业促进协会。

2018年6月14日，中宣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在杭州举办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推

进会议，为蜀山区等首批13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授牌。

合肥市蜀山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扎实推进

蜀山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蜀山区根据杭州国家文化

出口基地推进会议的要求，制定《蜀山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建设实施方案》，并成立蜀山区文化出口产业促进协会。

“一共有50家文化企业加入，协会可以加强企业之

间的沟通，互相共享信息。”合肥市蜀山区文化出口产业

促进协会会长范效庆告诉记者，海外市场处于变化当

中，今后将建一个信息发布平台，让企业实现“抱团”。

针对有些企业实力雄厚有些企业实力不强的问题，

协会将协调各家企业，互相帮扶，处理外部纠纷。

记者了解到，蜀山区文化出口产业促进协会将重点

开展中医药走出去、徽文化走出去、非物质文化遗产走

出去、特色题材文化产品和服务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和推

进，积极服务于文化贸易企业，服务于蜀山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建设，力争让更多具有蜀山特色、合肥特色、安徽

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国门。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蜀山区累计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达7.0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进出口增速高于

全国13.4个百分点，进出口完成总量四城区第一。

“蜀山区可供出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有图书、

音像制品、工艺美术品、文具、玩具、珠宝饰品、电子出

版物、动漫手游、新闻出版服务、广播影视服务、戏剧和

娱乐服务、中医药、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数字内容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广告、软件开发、专业化设计与专有技术

服务、工艺美术品、会议以及展览服务等。”相关负责人介

绍，蜀山区现有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轻工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乐堂动漫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大型文化出口企业以及400多家中小

文化贸易企业，初步形成了大中小文化贸易企业协同发

展的产业集群。

根据方案，到 2020 年，蜀山区骨干文化企业增至

100家，文化贸易龙头企业增至20家；“国家重点文化出

口企业”增至10家；文化出口年均增长8%以上；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全区GDP比重由4.5%增至6%，形成文化产

品和服务业态丰富、文化贸易企业健康发展、基地运营

特色明显的文化产业集聚区，把蜀山基地建设成高水平

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记者获悉，蜀山区拟依托蜀山区天鹅湖区域的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集聚优势，探讨以旗舰企业为龙头组建

蜀山区对外文化贸易企业集团或联盟体，改变文化企业

规模小并且分散的现状，打造蜀山区文化出口的联合舰

队，形成生态型产业链集群型协调发展，实现文化贸易

行业整体发展。

9月3日，中煤集团（高级技师职业技能鉴定）矿井维

修电工技师实操考核在中煤新集刘庄煤矿举行。旨在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工匠大师的示范引领和辐

射带动作用，培育工匠大师和技术能手，让煤矿职工争当

“金蓝领”。 □ 李占辉 记者 吴传贤 文/图

□中央媒体看安徽

每面墙壁能说话 每个角落能育人
合肥监狱以政治改造文化改造为两翼筑牢监管安全屏障

据9月2日《法制日报》头版头条报道 徽风皖韵的

楼宇,“六尺巷”实体场景,飘散着油墨味的书房和画室,亲

情味十足的茶吧……这些颇具文化气息的场所,听起来

像是某文创小镇的街区。其实,这里是安徽省合肥监狱。

2018 年 5 月,合肥监狱整体搬迁新址,围绕“五大改

造”谋篇布局,开启了“全面推进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

大改造”新篇章。而政治改造和文化改造犹如合肥监狱

践行“五大改造”的两翼,全面提升了监狱安全改造水平。

安徽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姜明说,近年来,合肥监

狱以“德馨崇法、正心化人、自信自强、铸新铸安”的监狱精

神为引领,以“全国一流、系统窗口”为建设目标,坚守安全

底线,践行改造宗旨,统筹推进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

改造”,尤其注重发挥文化改造潜移默化的作用,探索形成

通过文化改造促进监狱安全的有效路径,实现文化改造和

监管安全“双引擎”发力,助推监狱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目前,合肥监狱已连续实现14年7个月“四无”目标,

成为安徽省监狱系统一张闪亮的“形象名片”。

9月3日上午，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成功举办大健

康项目集中签约暨安徽尚荣大健康产业园一期开园、二

期奠基仪式。包括加拿大麦迪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台

湾华联生物科技公司、台湾康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康瑞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全球24

家知名医疗健康企业与园区签约，宣布正式落户园区，

其项目类型涵盖研发、生产、总部等，总投资额高达

11.39亿元。 □ 徐振国 张青 记者 祝亮

欲打造华东地区高端智慧医疗全产业链聚集区
据悉，安徽尚荣大健康产业园既是瑶海区发展大健

康产业的重要依托平台，更是合肥市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由瑶海区携手尚荣医疗集团共同倾力打造。

据介绍，尚荣大健康产业园已经成为瑶海区重点打

造的“中国网谷”产业集聚品牌的“王牌”之一。这一园

区总投资15亿元，占地315亩，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是

物联网、大数据在大健康产业生态中的智能应用基地。

园区定位为国家级大健康产业示范园区，致力于打造百

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是集研发、生产、办公、展示、电

子商务、产业培训、生活配套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基地，努

力打造成为华东地区高端智慧医疗全产业链聚集区。

尚荣大健康产业园作为瑶海三大产业园区之一，是中

华医养健康总会产业转移基地、安徽省医疗器械协会理事

单位，未来将会成为瑶海大健康产业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并

成为物联网、大数据在健康领域智能应用的示范基地。

2020年，我省健康产业总产值将达8000亿
此前，我省已出台过关于加快健康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大力促进医疗服务、健康养老养生等产业融

合发展，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特色鲜

明、布局合理、具有安徽特色的健康产业体系，健康产业

成为全省重要的支柱产业。

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省将基本形成具有安徽特

色的健康产业体系，医疗服务、现代医药、健康养老、休

闲旅游、健康体育、健康养生和健康食品等产业快速发

展，健康产业总产值达到8000亿元，健康产业成为全省

重要的支柱产业。

到 2020 年，我省将基本形成“一核两翼多园多极”

的健康产业布局，即：以合肥为中心的合芜蚌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为全省健康产业核心区，以黄山、池州为中

心，覆盖宣城、安庆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和以亳

州为中心，覆盖阜阳、宿州的中华药都中医药健康养生

产业集聚区为“两翼”，在全省范围内建设100个重点园

区、打造 100 个健康小镇、实施 100 个重大项目、培育

100家骨干企业和品牌产品、创建20个人才培养基地。

全省拟建6个省级医养结合综合示范区
根据我省计划，“十三五”期间，全省将抓好 6 个省

级医养结合综合示范区、20 个医养结合示范基地（园

区）、100 个医养结合示范项目、300 个社区医养结合示

范中心建设。未来几年，我省将培育发展适老化的养老

地产，拓展房地产业态，支持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

亲情住宅。积极开发安全有效的休闲养生食品、功能性

保健食品，康复辅具、日常照护等老年人用品用具和服

务产品。

我省将促进旅游业与中医药、体育、养老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健康休闲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加快建设池州生态禅修养生中心、巢湖半岛

国际健康城、宣城大桃花潭文化生态养生度假旅游示范

园区，亳州、大别山扶贫片区（金寨、霍山、岳西）中医药

旅游基地等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载体，引进社会资本，建设一批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示范点，积极拓展休闲农业旅游。

此外，意见还要求推动中医药与养老、旅游、互联网、

休闲、饮食等深度融合。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养生保

健、健康旅游等新业态，鼓励依托当地中医药资源和自然

生态资源，研发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健康产品，建设一批各

具特色的中医养生保健基地，组建3～5个中医优势病种

健康管理联盟，建成10个中医药医养结合示范基地、30

个国家级和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示范区）。

我省启动2019年全省“质量月”活动
星报讯（记者 祁琳）昨日，记者从 2019 年全省“质

量月”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9 月是全国第 42 个

“质量月”，我省联合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二省

一市以及江西省质量发展部门举办“质量月”共同行动启

动仪式。在质量月期间，我省将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

度，鼓励引导电商平台、大型商场超市等建立实施赔偿先

付制度。

据介绍，质量月期间，将开展“质量开放日”活动，以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电子电器产品为重点，加大

缺陷产品调查和召回管理力度。同时，加大涉农产品监

管和整治力度，组织秋粮收购计量器具检定和农资产品

质量督查活动，开展校园食堂“明厨亮灶”行动，组织开展

民生领域价费专项检查。此外，今年我省还将加大消费

者权益保护力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

安徽首个文化出口产业促进协会成立

尚荣大健康产业园开园 首批24家医疗健康企业签约入驻

2020年，我省健康产业总产值将达8000亿元

蚌埠成为全国首家税务系统与
地方企业开办平台数据直连互通城市

星报讯（曹梦晴 顾楷 和鹏飞） 以前开办企业需要

分步骤办理，先到企业设立登记窗口，然后刻章，再到税

务部门申领税务发票，最后拿到营业执照。如今，申请人

通过网上平台一次就能办结。

据悉，打通部门间数据的屏障，不仅方便了群众，也

让蚌埠成为全国首家税务系统与地方企业开办平台数据

直连互通的城市。据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局工作

人员介绍，在蚌埠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省税务局、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协调，如今蚌埠市地方企业开办平台与省税

务系统成功对接。此外，该市企业开办平台还打通了与公

安印章备案系统、社保等系统的连接，刻章实现零材料、

零见面，社保登记网上办“零见面”、智能化“秒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