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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北风渐起，可广场舞的各级赛事展演却
精彩纷呈。近年来，广场舞在中老年群体中越来越普
及，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有超4亿中国人经常进行体育

锻炼，其中广场舞群体占到1/4，中老年群体成为广场舞的核心力
量。随着广场舞参与人数的逐年增多，广场舞引发的争抢场地、噪
声扰民等问题成为社会中不和谐的声音，如何规范管理、科学引
导，体育部门、行业协会、街道社区都在进行探索。

核心
提示

视点 SHIDIAN

为均衡配置教
育资源，办好家门口
每一所学校，大连市
推进中小学教师“县
管校聘”改革，实行

教师无校籍管理，加大政策引导和
倾斜力度，建立长效的、更加有利于
优质师资向薄弱学校流动和稳定薄
弱学校骨干教师队伍的教师交流机
制，逐步补齐补强薄弱学校师资短
板，实现区域教师资源配置更加科
学合理。

长期以来，由于硬件设施、教学
质量、师资等方面存在差距，拥有优
质教育资源的中小学长期成为争抢
的“香饽饽”，择校风经久不衰。为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实施教师无校籍管
理，其内容是各区县对教师实行统一
管理、统一调配，而学校对教师将只
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其目的
就在于实现师资力量均衡配置，在体
制上努力消除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教
师交流障碍。推行教师无校籍管理，
让广大教师流动起来，有利于教育公
平的进一步实现，也有利于遏制择校
热的升温。

应该看到，无校籍管理政策的出

台只是开始，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
还应针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制度设
计层面进行推敲完善。目前，教师正
常流动的主要障碍是城乡差距，譬如
乡村学校的教师如有机会流动到城
市，多半是愿意的；而大城市的名师
若是要流动到乡村薄弱学校，在个人
业务发展方面就可能要做出一些“牺
牲”。所以需要有作为补偿机制的激
励安排，如在未来的评职晋级或学习
深造方面能给予适当倾斜，工资待遇
及各项补助能合理提高等等。

与此同时，要让教师真正流动
起来，还需要建立完善交流轮岗教
师保障机制。交流轮岗的实质，是
将重点学校、名校的“名师”分散补
缺补差于“弱势”学校，通过良性循
环，最终走向公平。但教师也是人，
本职之外，如何能让他们心无旁骛、
安于奉献，应有所保障。如有的教
师夫妻分居两地，孩子幼小；有的地
方交通不便，食宿无靠等，如何尽可
能地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直接决
定着交流轮岗的质量。建立健全完
善的交流轮岗教师保障机制，才能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教
师交流制度发挥最大的政策效能。

实行教师无校籍管理
畅通流动机制是关键
张 健

本报讯 11月6日，记者获悉，
大连市检察机关在日前开展的“网
络餐饮服务平台食品安全行政公
益诉讼专项行动”中发现，两家知
名网络平台中多家餐饮服务商家
存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过期，未公示
许可证、食物原料、量化分级信息
等违法行为,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依据相关规定,甘井子区人民检察
院及时向辖区监管部门发出7份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监管部门随后采取有效措施，
新增人员、增配设备，针对网络餐
饮平台进行专人实时监管，发现问

题立即处理。
据悉，大连市检察机关作为

“公共利益的代表”，紧紧围绕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密切
与 环 保 、食 药 监 和 国 土 等 行 政
机 关 及 人 民 法 院 的 沟 通 和 联
系，在监督中寻求配合，推动行
政 机 关 主 动 纠 正 违 法 行 为 、完
善监管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今
年 1 月至 9 月，大连地区办理公益
诉前程序案件 276 件，共挽回经
济损失729万元。

叶 红 本报记者 吕 丽

今年前9个月大连公益诉讼
挽回经济损失729万元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 刘乐
报道 具备履行能力的张某某，对
法院的生效判决一直拖延、拒绝，
日前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康
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
月，缓刑 1 年。据介绍，该案是康
平县人民法院今年以来宣判的第
六例拒执罪案例。

今年以来，结合落实省高级人
民法院“暴风战役”的部署，每周三
凌晨4时30分，康平县法院统一开
展“暴风猎赖”专项行动，集中对拒
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实施抓
捕。自1月1日至10月28日，康平
县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450件，结
案1060件，执结率达73.1%。年初
以来，移送拒执罪12人、判处拒执
罪 6 人、拘留失信被执行人 48 人

次、罚款2人次，累计发布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977例、对1100名被执行
人发布限制消费令。

为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
硬仗，康平县法院加大执行力度，对
执行机构进行改革，成立了综合事
务组、强制执行组、积案处理组，各
组责任明确，衔接有序，采用事务工
作优先办、简单案件快速办、疑难案
件集中办的分段集约工作模式，节
省资源，提升质效；设置专人负责网
络财产查控，原则上要求除被执行
人身份信息不详外，立案即查，今年
上半年依法对31名拒不报告财产
的被执行人进行司法拘留；依法对
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拘
留、罚款，充分运用失信、限高、边控
等措施，打击拒执犯罪。

康平给“老赖”发限制消费令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1
月 6 日，记者获悉，辽阳市开展定
点医院专项整顿两个月来，累计减
少医保基金 1400 万元，随意减免
住院门槛费、以常规体检为目的的
低标准住院以及虚开虚增费用的
违规行为得到强力治理，医保就医
秩序明显好转。

医保基金是参保人的救命
钱。在专项整顿中，辽阳市医保
中心首次创造性地建立医疗机构

之间互查制度，定点医院抽调中
级职称以上医疗专业人员（以内
科为主），到其他医院驻地检查，
主要检查患者入院标准、医疗行
为是否规范、收费是否合理以及
患者 24 小时在院率。截至目前，
辽阳共查处市本级违规定点医院
27 家（次），处理面达到 61%。其
中，暂停定点医院 1 家，暂停 12 个
医院 13 个违规科室，暂停违规医
生36人次。

辽阳开展定点医院专项整顿
减少医保基金支出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最近从
沈阳市铁西区兴华街万达广场、沈阳工
业大学附近经过的市民会发现，原先挤
在路边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临街新挂上牌子的“街摊美
食广场店”“地摊特色小吃店”。价格不
变，卫生有保障，消费者欢迎。经营费
用有所增加，但有了合法身份，销量上
来了、挣得更多了，商贩们欢迎。交通
顺畅了，环境整洁了，周边居民更欢迎。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沿街摆卖，是

困扰城市发展、居民生活的一大顽
疾。堵，不如疏。铁西区行政执法局
从全面摸清重点区域大排档、小摊点
底数入手，分析流动商贩聚集的原因，
为流动商贩登记造册，归类疏导。副
局长黄志勇介绍：“这些区域通常毗邻
商圈，人流量大，且周边居民小区较
多，客观上确实有消费需求。”

根据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和突出
问题，区行政执法局制定了“退路进店
联合经营”的详细工作方案。一方面

联系该区域所在街道社区，帮忙寻找
位置、价格合适的门市房，引导流动商
贩进店经营；一方面协调市场管理、食
药监等相关部门，为商贩办理营业执
照、卫生许可，并减少审批环节，让进
店商贩尽快投入经营、尽快受益。

郭建伟在沈阳工业大学周边经营
烧烤摊多年，他说：“原来推着‘倒骑驴’
卖烤串，很多人担心不卫生，刮风下雨还
不能出摊，收入勉勉强强。”如今，郭建伟
把摊子从人行道边挪到了他和几个同业

者合伙出钱租下的临街门市房里。“我们
现在证件齐全，大爷大妈都放心来买串
了，而且还取得了外卖资格，销量成倍增
长。”郭建伟告诉记者，“店开起来没几
天，又吸引来十几个也在附近经营的流
动商贩进门。我们给店起了个名，就叫

‘城市路边摊小吃领导者’。”
在初获成效的基础上，铁西区正

着手将“退路进店联合经营”的城市管
理新模式在全区推广，生日城等流动
商贩聚集区域的状况也将得到改善。

沈阳铁西区推行退路进店联合经营
路边摊结束沿街摆卖“游击战”

11月5日，记者在沈阳一环崇山路一
处高架桥上看到，原本双向4车道的桥面，
已经被“扩容”改造成双向5车道，中间增加
了一条早晚高峰行车方向可变的“潮汐车
道”，桥头上还新建了写有“潮汐车道”的指
示杆。

据了解，“潮汐车道”为固定行车方
向，中间设一条可变行车方向的“潮汐车
道”。“潮汐车道”早高峰行车方向为由西
向东，晚高峰行车方向为由东向西，这样
能够缓解早晚高峰行车压力，增加“潮汐”
行车空间。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阳一环启用
“潮汐车道”

寒冬来临之际，铁岭市许多低保户
穿上了由社会各界捐赠的衣物。虽然
收到的只是一件过时的毛衣，或是一件
有点瑕疵的羽绒服，或是已经闲置了数
年的棉被，而留在这些困难群众心坎里
的却是持久的温热，就像冬日的暖阳。

年初，铁岭县双井子镇马圈子村
驻村“第一书记”肖冰在走访中，发现一
些低保户、五保户缺衣少物，便把自己家
里的闲置衣服洗净熨烫后送给这些困难

群众。“拿到衣服后，大伙都很高兴，70多
岁的孟宪春老人，两个女儿瘫痪在床，接
到我送的羽绒服后，直接就穿到身上，生
怕别人抢走似的。”事情过去半年多了，
肖冰至今对那一幕还不能忘怀。

马圈子村有50多个贫困户，肖冰自
家闲置的衣物有限，她便通过微信向朋
友圈求助，结果就连一些在北京、沈阳的
朋友也积极响应，一下子送来300多件
衣服。肖冰的做法得到了铁岭市下派双

井子镇的驻村干部姜国盈、董岩、高翔、
李刚、孙静岩等同志的响应，六人成立了
铁岭市选派“第一书记”志愿服务队，并
向省市县选派到铁岭的1200多名驻村
干部发起了“情暖乡村”公益捐赠活动。

捐赠活动受到了困难群众的热烈
欢迎，也得到了铁岭市委组织部、总工
会、扶贫办、市直机关工委、铁岭日报
社和市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9 月下
旬，六个部门联合向全市发出倡议，号

召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情暖乡村”公益
捐赠活动。获悉此事的铁岭市干部职
工、离退休老干部、大中小学生积极响
应，短短一个月，就捐献衣物4万多件，
有的还买了新衣物、捐了现金。

此次捐赠活动的成功，让铁岭市选
派“第一书记”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信心
倍增。肖冰告诉记者，他们已经着手组
织“以购代捐”活动，通过动员各界购买
贫困村生产的农产品奉献更多的爱心。

肖冰发起爱心捐赠让贫困乡亲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姜义双

每天晚上6点，家住沈阳市府北小
区的韩荣武都会准时出现在市府广场
的广场舞队伍里。韩荣武坚持跳广场
舞5年多了，年近八旬的他看着比同龄
人年轻得多、精神得多。

广场舞已成为普及率最高的大众
体育活动。每天跳会儿广场舞，已经成

为许多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广场舞在
民间蓬勃发展的同时，国家层面对广场
舞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2015年，广场舞被列入《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2017年，广场舞被列
为十三届全运会竞赛项目。

在此引导下，许多广场舞爱好者开
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一些从事体育运
动指导的部门和专家在调查中发现，许多
老年人跳广场舞时也存在误区，一些广场
舞队伍编排的动作不合理，容易对老年
人的膝关节等部位造成损伤。

省体育局群体处副处长王立娟认
为，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

适的舞种和运动量，例如像曳步舞这种
对腿部力量和膝关节柔韧性要求比较高
的舞种就不适合老年人。为了让老年人
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规范的广场舞
进行锻炼，省体育局每年在全省开展社
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其中包含广场舞
的内容，每年都推出新的舞种、新的表演
形式，通过社会体育指导员向民众推广。

为了规范和进一步引导广场舞在
全国的发展，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推
出了12套广场舞的规范套路，省体育局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教学、推广
工作。今年5月至9月末，开展了辽宁
广场舞大赛暨全国广场舞辽宁地区海

选赛，400多支队伍、1万多人参与，进一
步推动了12套广场舞在辽宁的推广。

沈阳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分管社
会体育工作的负责人认为，老年人跳广
场舞要注意几方面问题，有利于跳得更
科学、更健康。一是时间不宜过长，跳舞
前预热5到10分钟，跳40分钟，跳完再
做10分钟的整理运动或是原地休息，整
体不超过60分钟为宜。二是动作幅度
不易过大，例如转腰、深蹲等这样对肌
肉拉伸有一定要求的动作尽量不要选
择。三是运动频率不要过快，心率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可以在个人基础心率上
增加20%至30%即可，心率过快则超出
心肺承担能力，过慢则达不到锻炼效果。

专家建议，中老年人跳广场舞时可
以佩戴一个测心率的手环，实时测量心
率，掌握锻炼强度。跳广场舞以微汗为
宜，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应从动作幅
度小的基础套路跳起；有锻炼习惯的人
如果病后恢复运动，也不要急于提高到
病前的运动量，应循序渐进。

广场舞跳得开心 更要跳得科学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普通人 PUTONGREN

随着中国老龄人口的增长，老年群
体的话题渐成社会关注热点，不少老年
人不甘于从工作岗位退居家庭，他们走
出家门、融入新的社会团体，根据兴趣
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参与公益，展示
出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从
本期开始，本报推出系列民生调查，
围绕老年群体参与度、关注度高的健
身、养老、公益等话题进行深入调查，
看他们如何在夕阳西下时仍洒出满
天红霞，谱写精彩人生。

民生视线·关注老年群体①MI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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