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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 PUTONGREN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1月
7 日,记者从大连市交通局获悉,
随着大连地铁 3 号线互联互通改
造完成，大连市公共交通领域已全
面实现交通运输部交通一卡通全
国互联互通应用。

据了解，大连市公交、地铁共
有 294 条线路全部实现交通一卡
通全国互联互通应用，现已覆盖 1
号线、2号线等4条地铁线路，137
条城市公交线路，36条公交化线
路及金普新区、旅顺口区、长海县
等 117 条县区公交线路。持全国
互联互通明珠卡可在全国 220 多
个城市应用。

大连市发行的全国互联互通

明珠卡，印有“交通联合”标识，持
此卡可到外地城市在具有“交通联
合”标识的各类运输工具上使用；
外地城市互联互通卡也可到大连
市使用，不必再更换公交卡，从而
有效提高了公共交通服务的便利
性和运行效率。

据介绍，大连市交通部门将积
极推进移动“互联网+交通”一卡
通，加快推进以二维码为代表的多
种智能移动应用，在符合移动支付
规范的交通运输部交通一卡通二
维码支付初步应用基础上，持续推
进 城 市 公 交 二 维 码 支 付 ，力 争
2019年年底前在公交集团运营的
城市公交线路上全面应用。

大连公交实现交通一卡通
全国互联互通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大
连市在 1 月 3 日至 31 日期间推出
公共法律服务“新年惠民大礼包”
活动，在公证、法律援助、法律服
务、人民调解等方面提供丰富又
惠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进一
步完善便民利民措施、优化营商
环境。

据悉,惠民礼包包含7项内容,
具体包括：“敬老家事服务礼包”，
70 岁以上老人，持有效证件到大
连市公证处办理首次遗嘱公证，不
收取费用。“小微企业法律体检礼
包”，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工商登
记时间2年以下，注册资金10万元
以内）经预约可到大连市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由驻场律师对企业劳动
合同进行法律体检，律师将根据企

业具体情况提出法律建议，供企业
参考。“放心合约审查礼包”，本市
市民订立标的额 10 万元（含 10 万
元）以下，涉及民间借贷、婚姻家
庭、房屋买卖或租赁的民商事合
同，经预约可到大连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由驻场律师协助审查，困难
群体或特殊群体人员合同标的限
额视具体情况可放宽。“小额公证
优惠礼包”，在大连市公证处办理
标的额1万元以下的公证，经申请
可给予免费办理，标的额1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公证，经申请可
减免20%的费用。此外还有“和谐
家事服务礼包”“青春校园服务礼
包”以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礼包”，
为市民提供便捷、优质又优惠的法
律服务。

大连推出公共法律服务
“新年惠民大礼包”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月
7 日，记者获悉，为全面提升百里
运河水系的环境质量，给市民带来
良好休闲体验，今年沈阳市将实施
运河水系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工程
共有7项内容，预计将于2020年年
底前全部完工。

据了解，今年，沈阳市完成新
开河、南运河河道杂物清理 15.06
万立方米，处理底泥 13.06 万立方
米；新开河、南运河、卫工明渠护岸
维修改造，其中护岸翻建 20.68 公
里；实施运河景观闸改造，在新开
河、南运河、卫工明渠建设12座景
观闸，其中新建 2 座，原址改建 10

座，拆除 2 座；建设固定加水点 50
处，移动加水点5处。

明年，沈阳市将完成运河绿道
建设，新建绿道21公里，翻建现有
道路3.6公里，面层改造20.5公里，
新建驿站 10 处；对 44 个游园绿化
景观进行提升，对边坡进行绿化提
升，打造南北运河特色风光带景观
建设，实施运河沿线照明及桥体亮
化工程，并对运河截污、排水补齐
短板占用绿地进行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市还将实
施运河智能化建设，包含全线智能
监控系统、亮化照明控制系统及全
域Wi-Fi系统。

沈阳百里运河
将建全域Wi-Fi系统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为进
一步规范全省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有关工作，堵塞工作中各环节的漏
洞和问题，近日，省人社厅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
定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对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范围
界定、劳动能力鉴定管理等工作进行
规范。

《通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
严格依据法定程序进行工伤认定，按照
受理申请、材料补正、证据审核、案件调
查、例会研究、做出决定、结论送达的程
序严格办理。严格把握工伤与疾病的

界定，针对职工因腰椎、脊柱、颈椎、心
脑血管疾病、抑郁或精神障碍等情形申
请工伤认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不
能有效判定是否为工伤所致的情况下，
应当及时向申请人下达《中止工伤认定
通知书》，并委托劳动鉴定委员会进行
工伤与疾病界定的鉴定。鉴定结论明
确与本次事故伤害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的，才能认定为工伤。

《通知》提出，加强工伤职工劳动
能力鉴定（伤残等级鉴定）管理，规范
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对于因工受伤未
按法定程序进行工伤认定的，或用人
单位存在老工伤历史遗留问题无待遇

补偿标准的，以及其他不予受理工伤
认定申请的情形，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可以接受用人单位、工会组织、劳动
人事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等单位的委
托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规范再次鉴定
工作，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
对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的初次
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市级鉴
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凭相关材料向
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
申请。

严格报名资格审核，准确界定病
退鉴定人员范围。申请参加病退鉴定
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职工非

因工伤残或因病经过系统治疗后，身
体功能对工作、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其
本人的劳动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
二是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程需达到5
年以上，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病
程需达到 2 年以上，经系统治疗取得
精神病医院的住院病志和诊断书；三
是循环科、呼吸等内科、内分泌类疾病
患者病程需达到12个月以上，并取得
住院病志及诊断书；四是恶性肿瘤患
者可不要求病程，但需提交住院病志
及病理报告；五是癫痫类疾病患者病
程需达到 2 年以上，提交病志材料中
应明确癫痫发作频率的记载。

我省对工伤范围界定、劳动能力鉴定管理等进行规范

符合五类情况可申请病退鉴定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 月 7
日，记者从沈阳市获悉，2019 年春节
期间沈阳市烟花爆竹销售时限为1月
28日至 2月 11日（农历腊月廿三至正
月初七），共计 15天；燃放时限为 1月
28日至 2月 11日和 2月 19日（农历腊
月廿三至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五），共计
16天。

今年春节，沈阳烟花爆竹销售与燃
放时段为1月28日至2月11日。1月28
日零时后，三环以内地区可以销售和燃

放烟花爆竹，为集中销售、燃放时段。
市民一定要注意，正月初八至正月十四
期间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今年，沈
阳市全面实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配送
服务，个人和零售经营者不得到烟花
爆竹批发企业自行提货，不得使用个
人车辆私自运输烟花爆竹。同时，烟
花爆竹零售点与学校、幼儿园、医院、
车站（火车站、客运站、货运站、公交总
站）、商品交易市场等人员聚集场所和

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
施不少于100米的安全距离。网点设
置距 10 层以下建筑物周边距离不得
小于 8米，10层及以上或者高于 24米
的建筑物周边距离不得小于10米。

此外，可以查看零售点位的“我查
察”APP正式面向市民开放，系统收录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15家、常年零售点
388家，临时零售点380家。1月27日
之后，市民可通过该 APP在线查询全
市所有烟花爆竹零售点具体位置，方

便市民购买和监督。
沈阳市还要求，零售场所至少配

备两个5公斤重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
器等其他符合规定的消防器材，并放
置于便于取用的位置；在醒目位置张
贴“严禁烟火禁止吸烟”“零售点50米
范围内禁止燃放”等字样的安全警示
标识，且不少于 3 处。零售点的照明
必须采用防爆措施；零售网点销售区
至少设置 2 个以上视频监视装置，并
且监控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72小时。

今年沈阳市民可手机查询鞭炮零售点

本溪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和聚居
区，长期以来面临着满族人不会说满
语的窘境。2016年，满族小伙儿谢克
心为抢救濒临灭绝的民族语言，在家
乡本溪满族自治县开办了满文公益
班。如今 2 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谢克
心的满文公益班不仅在本溪县拥有众
多学员，而且在本溪市也开起了分校。

据介绍，满文满语在清中期以后
逐渐被放弃。至上世纪80年代，除东
北个别边远地区和锡伯族少数老年人
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基本退出语言
交流领域。2009年，满语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濒临灭绝的语种之一。

2010 年 7 月，由本溪县教师进修

学校组织的全国第一支满语挖掘抢救
调研队赴全国各满族地区考察调研。
然而，调查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全国
各满族自治县也面临着满族人普遍不
会说满语的尴尬。2010 年 9 月，在东
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厚生的帮助下，本
溪县各小学首次开办了满语课。这让
当时21岁的谢克心异常兴奋与欣慰。

谢克心出生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碱
厂镇谢家崴子村，这里是谢姓满族人
聚居的村落。谢克心从小就常听祖辈
父辈嗟叹：“都不会讲民族语言了”，每
次他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谢
克心萌生了要学习满语的念头。

不久后，谢克心便从网上查到沈

阳有满文速成班，于是找了个双休日，
专门到沈阳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
苦学习，谢克心愈发认识到抢救民族
语言的重要性，他下定决心，要把满语
学习成果带回家乡，让更多的人学习
满族语言和文化。

但作为本钢北营公司焦化厂的一
名工人，谢克心平时的工作很忙，只有
利用业余时间查资料、探访学者、参加
满语学习班等方式去学习满文满语。
2016年，谢克心在本溪县开办了第一
个满文公益班。他不仅占用大量业余
时间来备课上课，还自掏腰包租教室、
发传单、印教材。最初只有几个人前
来学习，到现在也不过几十个学员，但

谢克心却颇感欣慰。
因学员都是零基础，仅是对满文感

兴趣，谢克心便从最基础的满文书写拼
读讲起，由浅入深教学员学习民族语言。

谢克心告诉记者，现存的历史资料、
遗迹、遗物等有很多是由满文书写的，他
开办满文公益班，除了教大家学习满文，
更重要的是，还肩负着抢救民族语言、传
承中华文化的责任。

如今，而立之年的谢克心还没有成
家，每月的工资也所剩无几，这让其父
母很担心。但两位老人理解儿子的追
求，始终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儿子。在他
们的心中，抢救民族语言，让满族人学
会说满语，又何尝不是他们的梦想。

30岁小伙儿谢克心自掏腰包教满语
本报记者 丛焕宇

1 月 7 日，记者在沈阳市铁西
区举办的首届奉天记忆社区彩灯
集市看到，这个社区的居民们正兴
致勃勃地欣赏彩灯。该彩灯集市
就设在居民区的休闲广场上，占地
2000平方米，布置了古城之春、奉
天风情、金猪报春、年年有“鱼”、哪

吒闹海、美猴王等数十组彩灯，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
传统花灯，彩灯集市上还有老物件
儿展出，勾起人们的美好回忆。其
间，社区还安排了写春联、猜灯谜
等活动。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彩灯集市迎新春

保留了传统龙舟运动技巧
与竞技，又打破龙舟运动季节
性局限，尽享冰雪乐趣，挑战寒
冬的冰上龙舟赛于 1 月 6 日在
锦州举行，首开辽宁冰上龙舟
运动先河。

据了解，共有 8 支龙舟队
伍参加比赛。在小凌河冰面
上，龙舟选手热情高涨，现场鼓
声隆隆，选手们伴着鼓点，喊着
口号奋勇争先。活动的冰上龙
舟成为小凌河冰面上一道独特
的风景，吸引了众多过往市民
驻足观看。

本报特约记者 李铁成 摄

冰上龙舟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