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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沈俊 记者 于彩丽） 近期，合肥市广电

小区一居民因为擅自砍伐树木被重罚，包河区城管

部门根据被砍伐树木的数量、胸径大小及造成的不

良影响，对当事人姚某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采 取 补 救 措 施 ，并 处 以 罚 款 6500 元 的 处 罚 决 定 。

据介绍,包河区城管局执法大队也是接到广电小区

业主来电反映，他们小区 6 幢南侧的枇杷树被人私

自砍伐了 2 棵。

经芜湖路街道城管队员现场勘查发现，有 2 棵枇

杷树被从根部“环切”砍断。“我不清楚砍伐树木还要

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面对城管执法人员的调查,当

事人姚某表示，在老旧小区改造施工过程中，他擅自

将小区 2 棵枇杷树砍伐，现场未能提供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的审批手续。

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后，经农林部门界定，姚某

的行为构成擅自砍伐树木的违法行为。最终，根据

《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合肥市城市管理自

由裁量规定，包河区城管部门作出罚款人民币 6500

元的处罚决定。目前，当事人姚某已缴纳了罚款。

“市民在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认为城市公共场

所的绿化树木不能随意砍伐,但小区里可以私自毁绿。

其实不然，小区树木只有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进行

修剪、移植和砍伐。”包河区城管局执法大队相关负责

人说,如周围树木影响日常生活,必须报请有关管理部

门审批，不得私自砍伐、修剪。“市民若发现恶意破坏城

市绿化行为,可向属地城管部进行举报，一经查实, 将依

法严肃处理。

李庆龙是泗县大路口乡西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身残志坚的他不等不靠，与妻子一起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并在 2016 年顺利脱贫。今年 56 岁的李庆

龙，在一次车祸中导致肢体四级残疾，后又患有脑血

栓，留下后遗症，从此丧失了劳动力。妻子肢体四级

残疾，加上正在上学的两个女儿，这更让本就不富裕

的家庭雪上加霜。

2014年，经过村里的民主评议，李庆龙一家被精

准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了政府的帮助，李庆龙

一家的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政府的热心帮助反而

让李庆龙一家有些不好意思了。李庆龙左思右想决

定自力更生，脱去这顶“贫困帽”。2015年，在驻村工

作队及村两委的帮助下，李庆龙拿到了5万元的小额

扶贫贷款，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山芋育种”。

“因为以前给人干活，做的就是育种，也学会了一

些技术，以前没有资金，现在有了政府的帮忙，我有信

心能做成。”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一行的时候，李庆

龙脱口而出。就这样，李庆龙承包近 30 亩的地做了

山芋育种。由于夫妻俩都是残疾没有劳动力，盖山芋

窖、耕种、播种、收种这些工作就只能雇员工，但是李

庆龙还是事事都详细跟进，从霜降开始收种进窖，再

到第二年二月份的春种育苗，李庆龙从不敢马虎。“我

这不仅是自家的收入，还是政府对我的帮助啊，我可

不能掉以轻心了。”李庆龙笑着说道。

“今年我一共承包了 200 多亩土地，建了三个窖，

800多平方米，预计能窖近40万公斤，抛开成本今年应

该能赚个5万块钱。”李庆龙指着家门口的窖说道。

□ 贺微微 刘朋朋

泗县李庆龙：身残志坚闯出脱贫致富路

星报讯（张前程 孙雨静 记者 于彩丽）近日，合肥

市蜀山区城管局市政处在皖河路、高刘路、金牛路等33

条道路集中更换宽边防沉降井盖，预计下月中旬将全

部更换完毕。城市道路中，当机动车驶过窨井盖时，

经常会发出“咣当”的响声，那是因为井周长期被汽车

碾轧，出现井周下沉甚至缺损，高低落差造成铸铁井

盖异响，这噪音在夜晚尤其影响道路周边住户睡眠。

“井周破损传统的维修方式是通过井周切割后重

新摊铺混凝土，但是维修后和原路面存在色差，且时

间一长仍然会出现井盖松动、下沉现象，反复维修、费

时费力还起不到标本兼治的效果。”蜀山区城管局市

政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与传统井盖相比，蜀山区此次更换的新型宽边井

盖外径由原来的90厘米增宽到1.2米，井盖承载面积

加大，将车辆冲击荷载分散到路面，变得更加结实“抗

压”，大大降低了下沉可能性，保证了井盖与路面的平

整和美观，车辆通过时可有效地减少噪音。

早在 2017 年，合肥市就开始逐步推广宽边防沉

降井盖，目前，城区内主次干道使用效果非常理想。

从 4 月 23 日起，蜀山区城管局市政处开始在对 33 条

支路更换宽边防沉降井盖，预计更换数量352套。截

至目前，已经完成了山湖路、蜀鑫路、洪岗路等 7 条

路，共计更换宽边井盖245套，剩余107套，预计在11

月中旬全部更换完毕。

合肥蜀山区33条道路集中更换宽边防沉降井盖
10 月 12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金池社区

普查员正在对居民进行人口普查登记。自10月

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该区出动3700

名普查员、指导员走进千家万户进行逐户、逐人、

逐项登记，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并倡导普查对象

使用微信小程序在手机等移动终端自主填报个

人和家庭信息。 □ 赵明 谭炎哲 记者 王玮伟

这2棵枇杷树“贵”！6500元呢！
合肥一小区居民擅自砍伐树木被重罚

我行拟对王玉玲(身份证号码：342622197701156845)

信贷资产进行资产转让。华夏银行合肥分行2019年

12月30日向王玉玲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人民币145

万元，抵押物评估价为222.57万元，抵押物位于合肥市

滨湖区云谷路 1255 号合肥万达文旅新城 15 幢 1404

室，面积为118.39平方米。

我行现对该笔信贷资产进行资产转让，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145万元加上截止到债权交割日的所有利息及

实现债权等相关费用（含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等）。

符合条件的AMC持牌金融机构或社会投资者均

可参与；本笔信贷资产转让报价日为登报日当天，报

价有效期限为15天。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公告日期：2020年10月9日

投诉渠道：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联系人：夏永红，联系电话：64639868

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33号

华夏银行合肥分行信贷资产转让公告

中国AAA级资质拍卖企业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中国机动车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艺企同心 翰墨寄情

——安徽当代书画名家助力脱贫爱心慈善公益拍卖会公告

为积极履行文学艺术界的社会责任，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通过义捐书画拍卖的慈善公益形式，凝聚各
方爱心力量，现由安徽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与安徽省工商联共同发
起，省美协、省书协及知名艺术家共计创作106 幅书画作品参与义
拍，定于10月17日（全国第七个“扶贫日”）在安徽合肥（徽园）安徽
文联美术馆举办启动艺企同心 翰墨寄情——安徽当代书画名家助
力脱贫爱心慈善公益拍卖活动。拍卖所筹善款交由安徽省文化艺
术基金会统筹安排，全部用于助力脱贫慈善事业，现诚邀社会各界
大爱人士莅临慈善公益拍卖活动现场，弘扬人间大爱精神，为助学
慈善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期待您的爱心奉献！

一、预展时间：10月15日—17日上午
二、拍卖时间：10月17日下午2：30
三、展拍地点：安徽文联美术馆

（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276号徽园）
四、咨询电话：
省美协：0551-62886150 丁先生：13956009000
安徽盘龙：0551—65874779、65874703

孙女士：15255550617
五、公司网址：www.ahplpm.com

微信公众号：ahpanlong
邮箱：ahpanlong@126.com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最美乡村主播”
公益培育计划日前启动

星报讯（记者 董艳芬）新时代中华文旅小

姐大赛启动仪式暨“最美乡村主播”公益培育计

划发布会日前在合肥举行。据悉，新时代中华

文旅小姐大赛 2020 年在中国合肥、中国香港和

美国纽约同时举办，一同隶属于新时代中华文

旅小姐国际选美赛事组委会。

值得一说的是，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文旅融合，以“直播带货”为抓手，广泛发

掘、扶持、培育一批优秀乡村网红人才，新时代

中华文旅小姐大赛组委会联合安徽省国际文化

艺术发展基金会共同启动“最美乡村主播”公益

培育计划，免费为全省各县区培育(培训、孵化、

包装)1~3 名乡村网络主播，通过线下赛事活动

聚焦，线上直播人气整合，将一部分网络主播打

造成自带流量、自成个性的文旅主播IP，辅佐一

批带有扶贫攻坚任务的企业或产品，以线上慈

善义卖等形式，扩大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助推

各地文化旅游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近日由农业农村部组织的

2020年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

审会在北京举行。我省 9 个农产品参加评审并全部

通过，至此我省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达到101个。

据了解，此次参评的 9 个产品分别是太平湖鳙

鱼、花亭湖鳙鱼、马寨生姜、淮南麻黄鸡、三口柑橘、西

涧春雪、五合茶叶、凤阳贡米和店集贡米。 2015年底

我省地标农产品为 29 个，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分别增加10个、17个、20个。近三年，我省农产品地

理标志数量由全国第23位发展到现在的第16位。

除本次确定的9个产品外，此前我省16个市、43

个县(市、区)登记保护并已颁发证书的地标产品共92

个，保护地域范围约 80.78 万公顷，年产量约 592.38

万吨；登记涉及药材类9个，茶叶类21个，果品21个，

粮油类10个，蔬菜类12个，水产动物12个，肉类产品

6个，食用菌1个。我省地标产品数量增长较快，种类

较多，地域范围较广。

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合理利用与保护农业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建设、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

收的有效途径，是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一标一

品一产业”“一县一业(特)”的重要抓手，对打造我省

品牌农业、提升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提高产

品附加值、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意义。

□ 据《安徽发布》

我省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破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