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9月 13日 星期二8 区域新闻·公益广告

视点

本报讯（记 者 丁 贤 飞 通 讯 员 朱 丽

芳）在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眼下正是“黄

营灵枣”成熟季节，一串串圆润饱满的枣

子挂满枝头，一派丰收的景象。“获批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枣子知名度更高，

也越来越抢手。”淮北舞彩灵枣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沈文同说。

近年来，淮北市聚焦地理标志发展，

将地理标志培育、申报、保护、运用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和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培育经济发展新

动能提供了有力支撑。

记者从淮北市知识产权局获悉，截至

目前，该市已累计拥有“黄营灵枣”“段园葡

萄”“淮北麻鸡”等 5 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口子窖酒、塔山石榴、段园葡萄、临涣

酱包瓜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3 家

企业被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培育申报地理标志商标，首先要挖掘

掌握特色产品资源。淮北市知识产权局

主动对接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公室、市

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高校图书馆等单

位，广泛搜寻、查找特色产品资源史料记

载和线索，完善特色产品材料，摸清底数。

其中，濉溪县知识产权局开展全县地

理标志资源普查，形成《关于濉溪县域地

理标志思考》调研报告，搜集整理了濉溪

县满 30 年的地方品种 40 多件，建立了全

县地理标志资源名录。同时，该局主动与

相关单位对接，全面了解产品目前发展状

态，形成资源整合、逐个培育、梯次申报的

动态管理模式。

淮北市知识产权局多次深入辖区企

业、农户、基地、协会、合作社等处，围绕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等开展专题培

训，同时开展地理标志相关政策、申报规

程 、具 体 意 义 等 内 容 宣 讲 ，调 动 市 、县

（区）、镇三级指导合力，积极指导地理标

志申报、申请使用，做大做强地标产业；组

织建立由行业协会、企业、代理机构、法律

服务机构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地理标志专

家组，挖掘优势产品，选择和确定地标申

报主体；加大帮扶指导力度，提高申报质

量和申请获批率。

为增强地理标志申报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淮北市充分利用产业发

展扶持资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

实现产融结合发展。该市出台举措，对获

得地理标志商标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

给予 10万元奖励。

“对获批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我们

及时组织产地政府出台管理规范，组织制

定地方标准，固化质量特色；对获得专用

标志使用资格的企业，严格监管生产条

件，开展特色品质抽查，强化执法检查和

日常监管，打击伪造或者擅自使用地理标

志的生产、销售等违法行为，加强地理标

志品牌保护。”淮北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

责人说。

淮北市推动地理标志特色产业发展，

支持企业和专业合作社通过开设实体经

营店等方式，组建营销网络，提高国内外

市场占有率。

今年以来，该市积极推动“淮北灰驴”

“铁佛西瓜”“濉溪小麦”“鲁店西瓜”“四铺

菊花”“孙疃半夏”“古饶艾草”等新一批地

理标志培育和申请，以助推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让地理标志成为淮北的“金名片”。

·编后·
地理标志是地方特色餐饮和文旅行

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淮北市积极把具有

区域特色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特色产

业的强大动力，有效助力特色产业培育，

成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和“摇钱树”，探

索出乡村振兴的新出路。

开展资源普查 创新产融结合

淮北打造地理标志“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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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9 月 9 日，

位于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峨桥镇的

“江南第一茶市”博物馆开馆。

该博物馆总占地面积 3700 平方

米，布展面积 3200 平方米，共设置 5

个板块，分别为“序言·序厅”“千年

峨桥·百年茶市”“情润峨桥·扬名天

下”“买全国茶·卖全国茶”和“产销

共建·集聚发展”，通过实物展览、情

景 再 现 、互 动 体 验 等 多 种 方 式 ，展

现 峨 桥 茶 人 肩 挑 手 提 、敢 闯 敢 试 、

敢打敢拼、勇立潮头，打造出“江南

第 一茶市”金字招牌的创新创业发

展历程。

据介绍，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初

具雏形的芜湖峨桥茶叶市场是我国

茶叶流通体制改革后首批发展起来

的茶叶专业市场。

“江南第一茶市”博物馆芜湖开馆

■ 本报记者 罗鑫
本报通讯员 余克俭 何龙

“以前经常遇到司机把车直接停

在马路上，虽说留出了一条行驶道，但

上下班期间格外堵，特别耽误事。现

在有了停车场，再也不愁停车了！”近

日，正在郎溪县涛城镇黄沙站停车场

停车的陈能发告诉记者，当地新建了

停车场、增设了停车位，停车难的现状

大为改善。

这处停车场位于涛城镇老黄沙

站内，占地约 4000 平方米。之前因

长年闲置，老黄沙站内杂物堆积、杂

草丛生。经过整治后，荒地变身停车

场，缓解了附近路段停车难问题。

涛城镇城管办负责人杨义成告

诉记者，针对群众反映的“出行难”

“停车难”，该镇将集镇居民楼周边空

地进行平整，人性化增设了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停车位，并留出一定范围保

障车辆、行人安全通行。

记者来到该镇老祥花路，看到路

边车辆整齐停放在划定好的车位上，

来往车辆秩序井然。在附近从事饲

料经营的店主高立新说：“老祥花路来

往车辆众多，以前车辆乱停乱放严重，

很多顾客因为停车不方便，不愿过来

购物。现在停车场建好后，我的生意

也有起色了。”

此外，涛城镇因地制宜，按区域

划分，将集镇入口闲置硬化场地划为

大货车停车位。

“之前，货车乱停不仅容易造成

交通拥堵，还影响道路风貌。现在有

了可供货车停放的停车场，安全又方

便。”大货车车主潘伏前说。

“ 目 前 ，我 们 施 划 公 共 停 车 位

1200 多个，新建一处大型车辆停车场

和一处小型车辆停车场，实现群众出

行‘提档升级’，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涛城镇

党委委员、副镇长张凯告诉记者，该

镇将进一步挖掘可施划停车区域，加

大镇区停车位供给，切实营造安全、

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多年荒地变身停车场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日前，记者

从黄山市委人才办获悉，该市将创建

10 个乡村“土专家”工作室，完善乡村

本土人才挖掘提升和活力激发机制，

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黄山市乡村“土专家”工作室由

认定的乡村创客中“土专家”牵头组

建，采取自主申报经评审公示后批

准，优先享有技术培训、学习进修、学

术交流、评先评优等便利，可被邀请

参与各级涉及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

设、特色产业发展考评验收等活动。

另外，每个工作室一次性给予 5000

元资金补助。

据了解，今年起黄山市实施乡村

创客引育三年计划，每年认定乡村创

客 500 名、乡村创客之星 10 名，涉及

创业大学生、旅外返乡创业人才、乡

村工匠、乡村产业能人、乡村运营师、

乡村营销人才等群体。

黄山市创建乡村“土专家”工作室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王晶

“小崔做的月饼比他爹做的还好吃，真香！”近日，

在亳州市谯城区大杨镇一家糕点店，当地居民张彩霞

吃着刚出炉的月饼赞不绝口。

中秋节前夕，这家糕点店里的工人们按照和面、做

馅、擀皮、包制、印模、烘烤等工序，有条不紊地制作传统

月饼。“我们店的月饼沿袭传统工艺，经过多道工序加工

烘焙而成。”做了一辈子糕点的老手艺人崔纪仁告诉记

者，他家的月饼以花生、芝麻、香油、葵花籽、青红丝、白

砂糖等作为主料，每一道工序均由手工完成。

以传统方式烘烤的月饼承载着百姓记忆的味道，深

受喜爱。中秋临近，这家店的传统手工月饼进入生产旺

季。“我家几辈人都做糕点，根据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类型

的糕点。”崔纪仁对记者说，如今他上了岁数了，老手艺

传给儿子，他给儿子打下手。老崔的儿子叫崔峰，他善

于学习，开发了新口味，做出来的糕点受到年轻人欢迎。

“我很早之前在合肥一家糕点厂上班。”崔峰说，

2006 年，他在父亲的劝说下返乡创业。“从 2007 年起，

我把父亲的口传心授和自己学到的技术相融合，制作

出符合现代人口味的糕点。”

“每年中秋节前是最忙的时候。”崔峰的爱人说，

“每天生产 150多公斤月饼，当天销售一空。”

“生意越来越好，我打算明年扩大生产规模，学习

高端糕点大店的经营理念，力争将‘甜蜜事业’做得蒸

蒸日上。”崔峰说。

传统月饼香飘中秋

9 月 11 日，身着汉服的游客在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游玩。当日，以“汉服满

园秀 森林过中秋”为主题的活动在这里举行，国风汉服巡游、国风汉服集市、古典妆

容体验、传统小游戏等内容让游客乐在其中。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汉服游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