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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普通人 PUTONGRE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记者1月8日从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
了解到，2018年大连空气质量喜获
317个蓝天，比2017年多收获了17个
好天气，不仅蓝天数量大幅增加，而
且六项大气污染物浓度首次全面达
标，空气质量颜值更高，气质更好。

2018 年大连上空的蓝天白云

比以往更多了，这是很多市民的
直观感受，监测数据也印证了这
一点。在 317 个达标天中，优的
天数突破 100 天达到 106 天，同比
增加 13 天；良的天数为 211 天，同
比增加 4 天。无论是空气质量优
的天数还是达标天数比例均创新
标准实施以来的新高。

2018年大连收获317个“蓝天”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
月4日，沈阳市法库县19个乡镇街
道的党委书记与法库县人民法院
的法官进行对接，建立人民法庭与
乡（镇）街、村（居）委会日常沟通协
作机制，共同打造“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乡村社
会综合治理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
会矛盾纠纷由家庭和邻里矛盾为
主，逐渐转变为以土地承包权、假
冒伪劣农资、土地征收等经济纠纷
为主。为了适应新变化，法库县人
民法院以农村土地承包权、环境资
源犯罪、破坏农业生产犯罪、黑恶

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等当前农
村较为典型的矛盾纠纷为着力点
和切入点，主动与乡村地区基层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
对接，完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解决
机制，对接建立日常沟通协作机
制，依法支持相关行政部门履行职
责，提升乡村法治化治理水平。

为了做好司法服务，法库县人
民法院还结合农村实际加大了涉农
案件司法保护力度、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力度与巡回审判服务
力度，着力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和老
年人的合法权益，推动乡村信用体系
建设，畅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法库打造
“小事不出村”的乡村治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您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丹
东政协委员履职信息平台APP，用
您的名字登录就可以了。”1 月 8
日下午，记者在丹东市政协一楼
委员活动中心看到，政协委员在
工作人员指引下，下载政协委员
履职信息平台APP。

“这个APP挺好，上面有本次大
会会务安排，自己提交的提案和办
理情况也能一目了然。”丹东市政协
委员温正边操作手机边跟记者说。

“去年10月开始，我们就陆续
培训政协委员熟悉掌握丹东政协
委员履职信息平台的使用方法。
今年两会期间，APP正式跟政协委
员见面。”丹东市政协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丹东市两会期间正式
亮相的丹东政协委员履职信息平
台，利用手机 APP 和后台大数据
技术，方便该市政协委员掌上履职
和实时了解会议动态。

据悉，丹东政协委员履职信息
平台将委员履职管理系统、提案管
理系统、社情民意系统、短信平台、
手机 APP 平台等多项内容集于一
体，建立委员个人信息库，采集委
员基本信息，将委员参加会议、参
加活动、提出提案等情况进行采集
记录，实现委员履职情况的信息化
管理。前端 APP 可以帮助委员实
现提案提交、审查、立案、交办、查
询、反馈等环节的网上办理、网上
流转，实现快捷操作、移动办公。

丹东大数据助力政协委员履职

一件洗得泛黄却干净的白大褂、
一辆轮胎纹路都磨平的自行车、一个
装有常用医疗设备和急救药品的药
箱，这是乡村医生杨晓丹山村行医的
全部家当。从医20年来，杨晓丹无惧
风霜雨雪，道路艰险，不分昼夜奔走在
桓仁满族自治县古城镇洼泥甸村的大
山之间，成了守护这里2000多名村民
生命健康的白衣天使。

杨晓丹是洼泥甸村卫生室的一名
普通乡村医生。20年前，医学院校毕
业的她，本来有机会像其他同学那样
选择到大城市里工作，可她却自愿到
缺医少药的大山深处当一名乡村医
生。很多人劝她别犯傻，别意气用事，

可杨晓丹有自己的考虑，在哪工作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里真正需要医生，
桓仁大山深处的父老乡亲需要乡村医
生的坚守。

洼泥甸村的村民有个头疼脑热，
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杨晓丹大夫。因
村民居住非常分散，村隔村、组隔组，
户户绕山走，所以，几乎每一天，杨晓
丹都要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山间小路
上。20年来，杨晓丹已记不清骑坏了
多少辆自行车。泥泞的山间小道无法
骑车，她就得扛着自行车走。冰雪天
山间北风如刀，路面崎岖不平，杨晓丹
的手常常被冻僵，脚肿得穿鞋都困难，
自行车到不了的地方，她就用脚步丈

量。因为她心里清楚，患者的生命健
康由不得她掉眼泪，更不能打退堂鼓。

20 年间，洼泥甸村的每一寸土
地，都留下了杨晓丹的足迹、汗水和泪
水。杨晓丹的手里有一个账本，记录
着自己的行医经历。一同记录下来的
还有这些年来村民赊欠药费的账目。

“这个账本有十来年了，都是家里孩子
发烧、老人生病时欠下的钱。有些家
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卫生室就帮着垫
付了，也没好意思跟患者家里要钱，一
直到现在。”杨晓丹说。

在杨晓丹的诊室，摞着十余本手
写的健康档案，谁家的顶梁柱外出打
工去了，谁家的老人患什么疾病，常用

什么药，谁家的孩子有哪种症状，需要
跟踪诊治，都记得一清二楚。她还主
动定期到几位身体状况不好的患者家
中免费为他们检查身体，并根据他们
各自不同的病情、不同的季节，提出合
理的健康建议。每次出诊，她总是尽
可能地多背上一些药品，顺道或绕道
送给村民。

乡村卫生室医疗条件艰苦，收入
微薄，但乡间行医 20 年来，杨晓丹发
现，不仅村民离不开她，她也越来越
离不开村民了。“三天两头看不到患
者，心里就特别不放心。”杨晓丹说，

“在哪里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哪里
需要医生。”

杨晓丹守护村民健康二十年
本报记者 丛焕宇

寒假来临，沈阳农业大学大
部分学生放假返乡，往日热闹的
校园逐渐宁静下来。然而该校食
品学院国家浆果加工技术研发专
业中心的重点实验室里却依旧繁
忙。博士生导师李斌教授带领部
分留校的学生放弃休假，坚持在
实验室里继续钻研，开发新型功
能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

图为1月9日，李斌和学生在
实验室里进行相关实验。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沈农大学生
寒假科研忙

本报讯 记者王刚报道 从
1 月 8 日起，大连公交移动支付上
线测试运行开始启动,从社会招募
的 300 名测试员在公交线路上进
行乘车扫码体验,今年内大连有望
全部实现手机扫码乘公交。

据介绍，启动公交移动支付，

只要打开手机应用软件调取二维
码扫描公交车上的专用设备，即可
完成扫码乘车，并与实体明珠卡享
受同样的乘车优惠。

此前，大连市已有近150条线路、
1500台公交车可使用明珠卡二维码扫
码乘车，为智慧交通做了先行探索。

大连公交车移动支付测试运行

沈阳首次给营利性养老机构发补贴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1 月 9

日，沈阳市民政局发布在推进居家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新举措，其中
可能产生鲇鱼效应的是，今年沈阳市
首次将营利性养老机构纳入补贴范
围，首次为养老服务设施增设了运营
补贴和连锁补贴。

面对养老这项重大民生课题，面
对大多数老年人更倾向选择居家养老
的现实，今年沈阳市结合实际推出了
几项补齐民生短板的具体措施，以满
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刚性需求。

在加强设施供给上，沈阳市通过编
制《沈阳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

划》，对全市居家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标
准进行了刚性约束，要求新建居住区、
已建成居住区分别按照每百户建筑面
积不低于35平方米和25平方米的标准
配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按照规划，今
年全市将新增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1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300个。

为了加大对养老机构和养老服
务设施的扶持力度，沈阳市大幅度
提高建设补贴标准，并首次将营利
性养老机构纳入补贴范围。根据新
标准，每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建设补贴，由 50 万元调整到 60 万
至 100 万元；每个社区养老服务站的

建设补贴，由 10 万元调整到 10 万至
30 万元。在新增设的运营补贴和连
锁补贴中，沈阳市对养老服务设施进
行星级评定后，将根据结果给予区域
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5万至 13万元、
社区养老服务站 2万至 4万元的运营
补贴；对于连锁化、品牌化运营的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沈阳也将给予
一次性补贴。

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上，沈阳市
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正式启动
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同步建
设老年人大数据库、养老大数据地理
信息系统、评估管理系统、高龄补贴发

放管理系统、机构养老信息管理系统、
居家养老信息管理系统、移动端管理
系统、呼叫中心管理系统、养老工作指
标考核系统等，通过平台建设进一步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今年，沈阳市将继续以标准化推
动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化，在去年制
定出台 8个标准和 2个规范性文件基
础上，继续出台《沈阳市养老机构星级
评定办法》《沈阳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星级评定办法》《沈阳市养老服务
机构监管办法》《沈阳市失能老年人评
估标准》等规范性文件，扎实推进养老
服务标准化建设。

1 月 7 日，沈阳的刘先生来电咨
询，妻子即将生产，自己护理假期间能
否享受生育津贴？为此，记者向省医
保局进行了咨询，相关部门解答说，按
照国家规定，男职工在护理假期间也
可享受生育津贴待遇。

生育保险规定适用于我省城镇各
类企业及其职工，生育保险费应由用
人单位全额缴纳，参保个人不需要负

担。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和
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包括生育的医
疗费用、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参加
生育保险的职工按规定享受以下生育
保险待遇：女职工符合计划生育规定
生育或者流产的，可按规定领取生育
医疗费和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包括
从怀孕到生育期间所发生的检查费、

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药费等费
用，生育津贴（产假工资）按照职工所
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计发；男职工在护理假期间也可享受
生育津贴。

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
受生育医疗费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
保险基金中支付。以沈阳市为例，未
就业配偶正常产按 1500 元（剖宫产

2000 元）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
携带就业失业登记证、身份证复印件、
结婚证复印件、病历资料及医疗费收据
原件和男职工医疗保险卡复印件到医
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由于我省生育
保险实行实际统筹，各地生育保险政策
和办理要件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有相关
需求的参保职工可咨询单位或单位参
保地生育保险经办机构。

男职工在护理假期间也享受生育津贴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城
市如何规划建设和广大市民息息
相关，是百姓最为关心的大事。1
月 9 日，记者获悉，按照今年沈阳
市城建计划，沈阳市将从着力完善
城市功能、补齐民生短板、加强生
态建设、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加强
城建项目建设。

据了解，今年，在公用设施建
设方面，沈阳市将建设三座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继续实
施排水防涝工程，建设七大排水
系统；完成大伙房输水配套西部
净水厂二期工程，实施辽西北供
水地方配套工程；优化电力设施
布局，完善能源服务设施，改造供
热老旧管网，新建燃气管网。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沈阳今年将启
动 5G 实验网点建设。据了解，
5G 指的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具有高速率、多连接、低延时的优
势。依据相关规划，沈阳市将开

放现有路灯杆、监控杆、公交站台、
小区广告牌等公共资源，作为 5G
网络基站建设站址。

为提升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
量，沈阳市今年实施蒲河、细河、北
沙河等河流超标断面治理，黑臭水
体治理范围由建成区向外围拓展；
完成三座垃圾处理厂；继续实施燃
煤锅炉改造等大气治理工程；进一
步完善“一河两岸”沿线绿化、亮化
设施。在农村，沈阳市还将实施农
村公路和村内道路、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和收集管网、危房改造等工程。

另外，为改善百姓居住出行条
件，沈阳市将实施老旧小区及背街
小巷提质改造，完善新建住宅小区
配套设施，实施崇山路等干线整修
工程，新增行人过街设施；新建机动
车停车位，继续更新电动公交车；改
造公厕和垃圾收集站，继续实施垃
圾分类；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消
防救援能力建设。

沈阳今年启动5G实验网点建设

民生连线 MINS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