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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张圆盘大小的面皮放到特
制的铁圈上，通过一根长铁棍送到炉
膛里，两分钟左右，一个外表焦黄、膨
胀如小鼓的脆皮大火烧出炉了。

2 月 13 日，记者在大连市旅顺
口区水师营街道农贸市场附近的刘
家糖鼓火烧店里，看到了大连市第
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顺水师
营大糖鼓火烧的制作过程。作为这
一非遗项目的优秀传承人，刘文军

告诉记者，为了将这门古老的手艺
传承下去，他决定今年开门收徒，

“想学糖鼓火烧，请找我。”
从13岁烧制第一个火烧算起，

刘文军已经在炭火炉前度过了 33
个年头。“现在日子越过越好，该想
想怎么把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下去了。”刘文军告诉记者。

图为刘文军和母亲在制作糖鼓
火烧。 本报记者 吕 丽 摄

“想学糖鼓火烧，请找我”

本报讯 2月14日，记者从沈
阳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七
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录，沈
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街道石佛一村
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
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石佛一村位于沈北新区西北
部，距沈阳市区30公里。据了解，
石佛寺村设有两个村委会，石佛一
村（辖马门子自然屯）和石佛二村

（辖沙岗子自然屯）。石佛寺村
3000 年前即有人类居住，辽代名
为时家寨，是辽代双州辖境的一个
重要村寨。明代为辽东边墙的十
方寺堡，是历代水陆交通之咽喉，

军事要塞，因此村中遗留下来许多
军事方面的遗址和遗迹，七星山现
存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劳动工具、辽
金时期的双州古城、明代边墙遗址
及同时代的烽火台等遗址，还有目
前全国仅存的明代军堡遗址——
十方寺军堡、清代修建的辽河历
史上第一道防汛大堤、记载清代
著名将领左宝贵主持修建该大堤
的记事石碑、清代乾隆年间的古
井 等 遗 迹 ，还 有 辽 代 舍 利 塔 残
基。同时，这里也是锡伯族的聚
居地之一，村庄建筑具有传统锡
伯族村落的明显特征，这也是石
佛一村独有的特色。

赵瀚林 本报记者 陶 阳

沈阳石佛一村成为国家级文化村

近日，锦州公交车司机齐壮见义
勇为帮助外地货车灭火的事迹得到
锦州市公交公司领导和同事的赞赏，
乘客也给他竖起了大拇指。

2 月 1 日下午，锦州市北郊葛
王桥附近，一辆大型集装箱货车突
然起火，面对猛烈火势，货车司机
束手无策。齐壮正好驾驶着 202
路公交车路过，发现情况后，齐壮
立刻对车内的乘客说道：“请大家
不要下车，以免发生危险，我去帮
忙处理火情，马上回来。”他将自己

的安危置之度外，拎着车内两个大
灭火器冲到起火车辆前，连自己的
手机跑掉了都浑然不觉。几分钟
后，火被扑灭了，货车保住了。

因为耽误了乘客的时间，齐壮
上车后忙向乘客道歉，可大家不仅
没有埋怨他，还鼓起了掌。

齐 壮 说 ，遇 见 了 这 事 不 能
袖 手 旁 观 ，由 于 公 司 每 月 都 开
展消防专业知 识 培 训和应急演
练，所以他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帮
助灭火。

货车起火 公交车司机冲了上去
张 亮 牛 岩 本报记者 文继红

本报讯 “社区‘吹哨’，电力、市
政等部门现场报到，顺利解决了我们
小区路灯的安装和通电问题，多年的
摸黑路变成了光明路、暖心路。”2 月
13日，大连旅顺开发区清苑社区居民
丛培业高兴地说，“路灯亮了，这个年
过得心里亮堂啊！”

记者了解到，清苑社区路灯安
装、通电是旅顺开发区实施“社区吹
哨、部门报到”后完成的第一个工
程。社区将居民对路灯的诉求反映
给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后，相关部门第
一时间组织与此有关的各单位各部

门到现场定方案、排计划并确保开工
后加班加点推进，最终社区 10 条道
路、400 多盏路灯的安装任务赶在春
节前全部完成。

据了解，“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目的是推动机关部门重心下移、力量
下沉，通过“吹哨报到”工作机制，把开
发区的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城市的
最小单元——社区，形成“大事全网联
动、小事一格解决”的“大治理”工作机
制，解决基层治理的各种矛盾。

为此出台的工作方案要求，社区
党组织年初向党政部门提供需求清

单，各部门向社区提供资源清单和服
务清单。清单落实过程中，对群众反
映强烈的民生和社会治理问题经社区
党组织集体研究后，可以向相关部门

“吹哨”。方案重点强调开发区各党政
部门、综合执法部门、公安部门要以社
区发出的“哨声”为集结令，积极响应，
深入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彻
底打通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各单位及部门建立专职联络员制
度，班子成员按所对口包干的村或社
区，担任主街巷的街巷长，深入一线，

察民情、听民意、解民忧。街巷长姓
名、职责、联系方式等在街巷醒目位置
向居民公布。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分
级分类办理，受职权限制，需要由开发
区各党政部门、双管单位解决的，由社
区“吹哨”，各部门按社区约定的时间
到现场解决或解答。因职权所限，职
能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由该部门负
责协调上级部门解决。问题一经“吹
哨”,党政各部门本着马上就办、办就
办好的原则快速到场，限时解决并公
开反馈。

李建民 本报记者 吕 丽

大连旅顺开发区实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

用“大治理”机制解决基层难题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2月
14 日，记者从鞍山市发改委获悉，为
破解“老赖难治”“诚信失守”等老大难
问题，鞍山市通过采取完善联合惩戒
机制、加强重点领域失信问题监管、实
施跨区域联合惩戒等措施，积极打造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大
格局。2018年，鞍山市信用联合惩戒
措施落实率位居全国第一位，城市信
用监测排名创东北三省地级城市最好
水平，全市 101 个失信主体主动完成
信用修复。

鞍山市不断健全联合惩戒实施机
制，先后出台了《鞍山市失信企业联合
惩戒实施意见（试行）》《鞍山市推荐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暂行办
法》等文件，细化联合奖惩信息推送流
程，将联合惩戒工作落到实处。同时，
组织全市60余家单位，根据其职能特
点，分别出台了各自的联合奖惩措施
清单，以 240 余项惩戒措施对失信主
体出行、购房、投资、招投标等进行限
制，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为进一步推动信用体系建设，鞍

山市信用监管部门不断向重点领域失
信问题“亮剑”，将交通运输、食品药品
安全、产品质量等20个重点领域列为信
用分类监管重点领域，各领域牵头部门
分别出台了本领域信用分类监管方案，
并积极组织实施。同时，鞍山市充分运
用信用监管手段开展政务、涉金融、电
子商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失信
行为的专项整治，并建立专项整治工作
台账，提出整治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
和计划书，确保整治取得成效。

鞍山市还共享“红黑名单”，实施

跨区域联合惩戒，积极推动信用建设
水平提升。全市通过跨区域联合惩戒
传递单工作机制，先后与长春、沈阳等
城市开展了跨区域联合惩戒传递。同
时，还将最高法、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推
送的9批失信案件信息推送给全市37
个单位和部门，对案件中涉及的失信
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市发改委等部门
先后为全市179家失信企业进行了信
用修复培训，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市

“黑名单”主体参加信用修复专题培训
或接受约谈的比例达到30%。

鞍山完善联合惩戒机制让“老赖”回头
101个失信主体主动完成信用修复

51 岁的潘恩友是温州人，在
沈阳生活了 30 多年。在邻居眼
中，他就是一个以弹棉花为生的
外地人。然而，在沈阳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的眼中，他却是一个
勇担社会责任、积极奉献社会的
热心人。在去年颁发给他的荣
誉证书上这样写道：你忠实践行
红十字精神，以人道力量和博爱
情怀，书写奉献华章，为沈阳市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授
予奉献奖。

弹 棉 花 需 要 场 地 ，也 需 要
一 个 习 惯 使 用 棉 被 的 人 群 ，城
乡接合部的村屯刚好满足他的
这 些 要 求 。 这 么 多 年 来 ，沈 阳
城 区 每 一 次 扩 容 ，潘 恩 友 的 家
就 要 向 城 外 搬 一 搬 ，如 今 已 经
搬到了三环外的大东区文官街
道文官村。

在与铁路货场、木材加工厂
为邻的平房里，潘恩友拿出钥匙
打开柜子，小心翼翼地向记者展
示他的宝贝——一本荣誉证书、
一摞无偿献血证和一本收纳各
种票据的相册。

相册中的票据始于 1993 年 3
月 13 日，是一张邮局开具的转账
回执单。潘恩友说：“那一天，我
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大眼睛女
孩，知道希望工程是帮助失学儿
童上学的，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捐
款，我就到邮局按照报纸上的账
号寄了 100 元。”

这 张 比 自 己 儿 子 还“ 长 两
岁”的回执单，让潘恩友想起了
自 己 因 家 里 困 难 被 迫 辍 学 ，跟
随 亲 人 外 出 弹 棉 花 ，并 在 沈 阳
落了脚的经历。有了一些收入
后，他开始帮助家里还债，支持
弟弟、妹妹上学，而希望工程则

引导他走上了公益之路。捐出
那 100 元 后 ，他 开 始 关 注 身 边
那 些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开 始 在 报
纸上寻找遇到困难上不起学的
孩子。沈阳市慈善总会发起助
困 活 动 他 参 与 ，沈 阳 市 妇 联 组
织 助 学 活 动 他 参 与 ，街 道 组 织
帮 助 残 疾 人 活 动 他 还 参 与 ，有
时候捐钱，有时候捐棉被，他总
是力所能及地做一点儿事。

2008 年汶川地震，“我上火
车前买了一张报纸，上了火车才
知道地震那么严重。我就在火
车上给沈阳市红十字会打电话，
我说地震灾区可能需要棉被，我
是 弹 棉 花 的 ，想 捐 助 100 床 棉
被。”下了火车，潘恩友和妻子用
五天五夜赶制出 100 床棉被，全
部寄往地震灾区。两年后，青海
玉 树 发 生 地 震 ，潘 恩 友 又 捐 了
100 床棉被。因为捐赠时沈阳市
红十字会的财务人员不在，代开
收据的工作人员还将捐赠物资
的 金 额 5500 元 错 写 成 5500 万
元。潘恩友在退回收据时把那
张 5500 万元的收据复印了一张，
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做出更大
的贡献。

从 1993 年第一次向希望工
程捐款开始，潘恩友一直在以自
己力所能及的方式默默地奉献，
在他自己记录的捐助账单上，总
金额已经超过了 2 万元。

潘恩友说：“我能力有限，只
是对那些帮得上忙的事，尽自己
的一份心意。虽然我们一家人
都说不好沈阳话，但是我们对沈
阳这座城市非常感恩。这些年，
暂住费取消了，借读费取消了，
政府这么帮我们，我们也要力所
能及地帮助别人。”

扎根沈阳30年
潘恩友收获奉献奖

本报记者 李 波

元宵佳节即将来临，手工制作的
传统元宵备受青睐。传统手工制作
元宵也叫“滚元宵”，馅料大多是黑芝
麻、五仁、花生等老式口味，将拌好的
馅料切成小立方块，然后扔进盛满江
米粉的大桶里滚，一边滚一边洒水，

直到馅料在互相撞击中滚成圆球。
2月14日，记者在沈阳北市场一

手工元宵摊位前看到，许多市民正在
选购。摊主告诉记者，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人喜欢购买这种老式元宵。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传统“滚元宵”受青睐

近日，关于儿童
免票的标准再次引
发社会关注。春运
期间，又有家长在给
孩子购买火车票时

因孩子“年纪小、个子高”而头疼。
儿童票标准如何确定，近年来

多次引发争议，包括众多家长在内
的很多人认为以年龄作为标准更
为合理。曾在2018年全国两会就
儿童优惠票标准提出建议的全国
政协委员何建华向记者表示，应该
以年龄代替身高作为儿童票标
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孩
子长得越来越高了。中国疾控中
心调查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
全国 6 岁的城市男性儿童平均身
高增加了 4.9厘米，而到 2012年又
增加了 3.7厘米，达到 1.2米，12岁
儿童平均身高已超过1.5米。

若以年龄代替身高为标准，可
能也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以身
高为标准简单易行，是否需要买票
一看红线就一目了然；如以年龄为

标准，学龄前儿童大都没有办理身
份证件，要求家长随身携带户口簿
也不现实，而且要保证验票进站、
进入景区的正常通行效率，显然要
加大社会和企业的成本。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不能忽
略制订儿童优惠票的制度初衷，坚
持优先考虑儿童的社会福利。比
如继续沿用身高标准，只要这个标
准能够适时调整，而不是长期滞
后。或者可以执行身高与年龄兼
顾的“双轨制”购票标准。譬如，北
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等景区
近年来不仅继续执行身高标准，同
时还考虑到了儿童身高日益“走
高”的趋势，规定可以通过提前预
约提供有效证明方式，向6岁以内
儿童提供免票优惠。

应该看到，法律调整更具有根
本性。我们希望儿童票争议能由
法律一锤定音，以身高为准也好，
以年龄为准也罢，最关键的还是面
对发展的时代现实，把儿童权益保
护落实到位。

儿童票标准之争
莫忘制度初衷
张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