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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人们纷纷外出踏青赏花，享受春光。2月26日，游

人在安徽省歙县霞坑镇石潭村观赏梅花、云海美景。 新华社发 水从泽/摄花开春意浓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2月27日，记者从省

司法厅获悉，《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种属鉴

定技术规范》《法医临床鉴定服务规范》两项地

方标准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已于近

日开始实施。

据悉，这两项标准由省司法厅牵头，省司法鉴

定协会等单位负责起草，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

调研与分析，反复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并获批发

布。有效填补了我省司法鉴定类标准空白，助力提

升了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对司法鉴定行为进行

有效的规范、制约与监督，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法医物证鉴定线粒体DNA种属鉴定技术

规范》适用于我省法医DNA实验室通过线粒体

DNA测序的方法，对动物源生物检材的种属来

源进行确认，确认范围为人和高等脊椎动物，检

材包括但不限于血液、肌肉、毛发、骨骼、牙齿。

据了解，线粒体DNA种属鉴定多应用于刑事案

件办理中，我省目前共有20家司法鉴定机构开

展法医物证鉴定。

《法医临床鉴定服务规范》对我省司法鉴定

机构在组织管理、人员培训、考核监督等方面都

做出了较全面的规范和指导，对每个环节可能

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都给予充分的考量，确保法

医临床鉴定工作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省司法厅、省司法鉴定协会高度重

视司法鉴定制度、标准和技术规范等制定工作，

加强行业顶层设计，持续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

司法鉴定人登记评审流程、司法鉴定机构诚信

登记评估工作，完善行业标准体系，为我省司法

鉴定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杨文明教授团队研究成果入选
2022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

星报讯（戴心悦 陈宜淼 记者 马冰璐） 2月25日，由中

华医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发布会在北

京召开，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文明教授团队研究

成果“中药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成功入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一种新出现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其病原体是一种先前未在人类中发现的病毒，即新型冠状病

毒，该病毒传染性比较强，人群普遍易感，构成了世界性的大

流行，同时该病毒在复制过程中不断适应人体产生突变，从

而出现变异。2021年 11月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首次

在南非被发现，此后迅速取代德尔塔等变异株，成为具有极

强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逃避能力的全球优势毒株。全世界

医学工作者都在聚焦这一病毒，不断探索治疗该病毒的更好

方法和手段。中医药抗疫历史悠久，经几千年的大量临床实

践，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并在此次新冠病毒战役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抗疫作用。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岐黄学者杨文明教授团

队通过随机对照研究发现，中药疏风解毒胶囊能显著改善新

冠病毒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症状，有效缩短症状持续

时间，降低转重率，提高治愈率，缩短核酸转阴时间。此项研

究不仅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变异株感染的高质量临床循证证据，实现了中医药治疗奥密

克戎感染的临床突破，而且充实了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的现代科学内涵，丰富了中医药治疗该病的手段和方法，为

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全球化的“中国方案”提供有力的

理论及临床依据。“中药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临

床研究取得新进展”为安徽省首次入选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

进展的中医药成果，相关学术论文于2022年6月发表在国际

著名期刊《Bioscience trends》（影响因子9.083）。

据悉，从2020年开始，中华中医药学会每年发布年度“中

医药十大学术进展”，在行业内引起较大反响。2022年度遴

选工作坚持“四个面向”，破除“四唯”，突出解决临床问题、回

答科学问题、引领行业发展，体现探索性与前瞻性、创新性与

突破性，聚焦中医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的新

规律、新发现、新方法、新产品、新理论。

顶格落实惠企政策 优化政策环境
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全面履行省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闭环推进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见》配套重点任务清单。认真落实我

省“政务环境”评价指标的牵头责任等各项重点任务。协同

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3版）》。

督促减负政策兑现。充分发挥省减负办牵头协调作

用，督促各有关部门全面梳理、精准推送政策，全力提升

减负政策知晓度，推动全面落实、及时兑现国家和省减税

降费、纾困解难系列政策举措。

优化项目资金拨付。优化省级财政扶持资金投向，

扩大“免申即享”，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引育优质企业梯队。充分发挥省民营办牵头协调作

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善优质企业选育、赋能、壮大

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启动提质降本行动。推动实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

进制造业提质降本若干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帮助

工业企业在用工、物流、融资等方面持续降本增效。

示范引领转型升级 优化创新环境
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发布《重点领域产学研用补短板

产品和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指导目录》，滚动实施“揭榜挂帅”

技术攻关项目100项以上，攻克一批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

支持三首研制推广。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

业软件等产业链升级需求，发布“三首”产品需求清单和

推广应用目录，支持引导企业对标研制，培育“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200个以上、“首批次”新材料40个左右、“首

版次”软件100个左右。

发挥部省合作优势。提升世界制造业大会等会展平

台能级，搭建一批高端交流、开放合作平台。携手打造世

界级产业地标，推进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提档升级，

“中国声谷”入园企业超2000家、营业收入超3000亿元。

积极推动部省产教融合项目落地实施。

深化亩均效益评价。充分发挥省亩均办牵头协调作

用，落实用地、用能、创新要素与亩均效益挂钩机制，推动

有关单位完善差别化政策实施细则，推动优质资源要素

向优质企业优质项目优质园区倾斜。

实施数字赋能行动。贯彻落实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系列支持政策。支持龙头骨干

企业建设数字领航企业，总结推广一批标准化解决方案。

接续破解发展难题，优化服务环境
强化企业人才支撑。建立健全民营企业人才库。制

定实施高端装备、智能家电（居）产业招引人才团队专项

方案。优化职称评审服务，推广“政聘企培”模式。开展

行业性职业技能竞赛，加快高技术高技能人才选拔培

养。实施新徽商培训、专精特新轮训等，培训新生代企业

家和企业高管1000人次以上。

优化信贷融资服务。打造“十行千亿万企”融资服务

3.0版，大力推广“专精特新贷”“技改贷”“亩均英雄贷”。

全年发放“亩均英雄贷”2000亿元以上。

提升产销对接协作。组织开展装备制造、汽车及零

部件、光伏、工业软件等产业链供需对接“百场万企”活

动。持续开展“精品安徽 皖美制造”央视宣传，扩大安徽

制造品牌影响力美誉度。

夯实诉求响应机制。依托省民营企业诉求建议直达

机制，做优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培育省级示范平

台40家以上，开展服务活动1000场以上。

全力营造稳定预期，优化法治环境
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树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理念。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涉企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实现全覆盖。

规范行政执法监管。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开展违法行政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面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信用监管，创新和完

善包容审慎监管、联合监管、触发式监管。

依法整治恶意拖欠。充分发挥省清欠办牵头协调作

用，严格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加大恶意拖

欠中小企业账款治理力度，提高投诉处理效率。

改进机关作风效能。讲政治守规矩，树牢“两个确

立”“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发展大

局中找准定位，忠诚履职尽责。改作风强担当，发扬自

我革命精神，坚决贯彻省委“一以贯之五做到”“踔厉奋

发五提升”要求，坚持以企为本、只争朝夕、压实责任抓

落实。知敬畏存戒惧，打造亲清政商关系，做到亲而有

度、清而有为。

安徽18条措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安徽两部司法鉴定地方标准获批发布

近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从优化政策环境、创新环境、服务环境、

法治环境4个方面提出了18条具体举措，让各类市场主体吃下“定心丸”，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环境。

记者 张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