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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北首座
智慧城市本溪优化
升级了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并推出一
款 便 民 APP—— 市

民通。市民如果遇到涉及城市管理
的事件，只要将遇到问题的图文通
过APP上传，就能将问题提交给相
关部门，数字化城管工作人员会迅
速对市民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
然后分类转派给相关职能部门进行
规范化处置，既方便又快捷，既省时
又省力，受到好评如潮。

这款便民APP的推出，是本溪
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又一新成果。6
年前，本溪就依托本地信息化建设
基础，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城
市和百姓需求为核心，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信息化道
路，并将智慧成果相继投入金融、
公交、公共缴费等领域。这种借智
而行的做法，既为政府管理城市解

忧，又为市民生产生活解难，还省
时省力，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极
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

城市管理的内容，不只是钢筋
水泥和马路高楼，还有交织错杂的
大事小情、问题矛盾。将智慧成果
引入城市管理，并务实推进，不仅
是探索更加科学高效的城市管理
和发展模式，更是践行以“人”为核
心，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惠
民、便民、利民”的城市管理宗旨。

可见，探寻一条城市管理智慧
化的新路，是新型城市管理的必然，
更是民心所期。这条新路的思路既
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城市

“最强大脑”，在城市管理的方式方
法上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更要下足
功夫，持续用力，时刻怀有大姑娘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巧心，让政策善
意和人文关怀传导到城市的每个

“神经末梢”，最终提升城市管理能
力，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城市管理智慧化民心所期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 陶阳
报道 为使家长和社会各界更好
地了解学校、了解教师、了解孩子，
从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沈阳市
将开展“百万家长进校园，全面开
放办学”活动，全市各中小学校都
将结合本校实际确保每个年级开
放时间不少于1天。

本次“百万家长进校园，全面
开放办学”是在2017年起沈阳市开
展的课堂教学开放月活动基础上
进行的。开放的范围包括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不论民办还是公办均
开放。沈阳市鼓励各区、县（市）和
学校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开展有特
色的全面开放活动，全市所有中小

学校、所有年级、所有学科、所有学
科教师都将全面参与开放活动。

“除了常态化进行的开放课
堂、开放场馆、开放校本教研、开放
教育教学管理资料等内容外，还将
开放讲堂、食堂，向家长展示德育
成果等。”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赵
仁君说。据介绍，开放讲堂，就是
邀请家长走上讲台，根据自身工作
领域、知识积累或特长技能等，以
主题报告、演讲、演示等方式与孩
子们或者家长们进行分享；开放食
堂，就是邀请家长走进食堂，了解
学校食堂管理及明厨亮灶建设情
况，并将邀请家长代表陪餐，体验
孩子的饮食生活。

请家长上讲台 进食堂

沈阳中小学校对家长全“开放”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工作忙，下班晚，买菜是难题，现
在每天都能在单位附近买到新鲜
蔬菜，真方便。”眼下，沈阳浑南区
锦联（沈阳）新经济产业园等区域
的数万名职工开始享受“15 分钟
惠民生活圈”的惬意生活。由沈阳
高新区、浑南区总工会推出的“健
康生活直通车”每天都会开进这里
的企业和社区 ，解决职工群众“买
菜难”。随着试点逐渐成熟，这些
便民服务将很快扩大到全区，服务
种类也将不断增加。

据了解，目前，浑南区已有165
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开复工建设。
为方便区内职工生活，该区总工会多
次围绕职工生活需求进行走访调

研。调研结果显示，职工普遍工作时
间较长，有进一步完善生活配套服务
的迫切愿望。根据职工需求，区总
工会决定搭台将职工需求和扶持农
企相对接，不仅拓宽了工会服务领
域，优化了全区营商环境，还提升了
高新企业职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沈阳浑南区总工会主席王颖坤
表示，每天中午，贴有“绿色行，放心
购”和“进企业、进社区、惠职工、惠
生活”标识的“健康生活直通车”都
会把新鲜、绿色、价格低廉的农产品
带到职工身边。同时，该区总工会
还将定期征求职工购买产品的需
求，根据职工的意愿调整“健康生活
直通车”销售的产品种类，确保职工
买得舒心、吃得放心。

工会“直通车”
跑出15分钟惠民生活圈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10
月24日记者获悉，年底前，大连将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
项制度从“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
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
六个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城市和
农村居民都能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

权益，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将
覆盖全市约300万城乡居民。

2020年1月1日起，在大连市级行
政区域内全面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
保制度，大病保险保障对象为所有参
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居民，大病保
险资金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付，不

额外向参保人员收费。大连城乡居民
医保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 1.9万元。
起付标准以上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
用，在0元至5万元（含5万元）的部分，
支付60%; 在5万元至10万元（含10
万元）的部分，支付65%; 在10万元以
上的部分，支付70%，不设封顶线。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救助供养人员
等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为
9500元，支付比例均为70%。

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使
原来的新农合参保人员，在全市行政
区域内自主选择就医医院，不再需要
办理转诊。

大连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以前遇
到下水井冒水、路边堆垃圾、广场噪声
扰民之类的烦心事，热心的本溪市民
刘卫民总是习惯性地给“城管 110”打
电话。这些天，刘卫民上街溜达时，再
遇到城市管理问题，他不必打电话报
地点说详情了，只要轻点手机上安装
的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 APP，将文图
上传，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原来，为方便市民与政府一道管理
城市，本溪市在升级改造数字化城市管

理系统的同时，开通了市民通APP。刘
卫民使用的这款APP，是东北首座智慧
城市本溪利用智慧成果推出的数字化
城市管理系统，它不仅是本溪“城管
110”的升级版，而且还具有精确定位、
处置及时等优势，极大地方便了政府相
关部门与市民的互动。这种数字化城
市管理系统，在我省率先开启了政府与
市民共管城市的智能模式。

早在2013年，本溪就在东北率先
开启智慧城市建设模式。今年，为进

一步提升城市运行管理水平，解决市
政基础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市容不
整洁等问题，本溪市对这套系统进行
了全面升级，增加了大数据可视平台，
视频监控平台、大数据登录平台、无线
采集子系统、手机GIS引擎、移动视频
监控巡查子系统、应用维护子系统、领
导通子系统、市民通子系统，优化了地
图预览功能等，并对核心业务系统案
件处理流程进行了调整。智慧城管升
级改造项目运行后，全市公用设施部

件和城市管理事件都纳入系统，建立
起城市部件和事件的信息采集、案卷
建立、任务派遣、处理反馈、核实结案
和监督评价等闭合系统。

本溪市城市运行服务中心信息部
的解扬告诉记者，市民通APP系统实现
了全面覆盖、精确定位、处置及时、考评
科学，达到感知、服务、分析、指挥、监察
五位一体的效果，推进了城市管理的数
字化、精细化、智慧化，加强了城市基础
设施智慧化管理与监控。

市民通APP让本溪百姓生活更方便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10 月
22日，大连市10月份第二周垃圾分类

“红黑榜”公布，其中，20 家单位上了
强制生活垃圾分类红榜，5 家上了黑
榜；5 家单位上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红榜，5家上了黑榜。“红黑榜”是
大连市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一项
重要举措。

今年 7 月，国家住建部等部门出
台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
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明

确要求到 2020 年我省的沈阳市和大
连市要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
统，到2022年，沈阳、大连生活垃圾分
类覆盖率要达到100%。

为此，大连市制定并出台了《大连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明确
加强垃圾分类日常执法监管，组织开展
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专项集中整治行
动，曝光典型案例，设置“红黑榜”，并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纳入个人信用体系，
在“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环节，

努力破解垃圾分类实效性不强的问
题。在分类投放方面，进一步加大分类
投放设施覆盖，落实垃圾分类督导员制
度，在居民“真分类”上下功夫；在分类
收集方面，落实餐饮垃圾记账式管理、
建筑垃圾定时定点回收制度，满足居
民、企业垃圾分类排放需求。

同时，在分类运输方面，统筹抓好
厨余垃圾收运作业，将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作为强制指标；在分类处置方面，
加快推动末端处置设施建设，以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开展有害废物运输处置，推
进餐厨垃圾处理厂、焚烧厂二期工程建
设。逐步推进居民强制分类，细化分
类标准，推动各地区、街道落实分类台
账管理制度，严格垃圾分类监管。

为了做好强制性和示范小区的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大连市对纳入强制
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单位和示范小
区设立了“红黑榜”，对达到分类标准
的进入红榜，对未达到标准的进入黑
榜，并每周予以公布。

大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置“红黑榜”
达标的上“红榜”未达标的上“黑榜”，并每周公布

10 月 20 日清晨，铁岭县李千户
镇黄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朱仁田和村
民朱彦强吃过早饭，准备出门去镇
里办事。走在通往村外刚刚修好的
柏油路上，两人心情格外舒畅，出村
的路再也不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坑洼
泥泞路了。

朱仁田告诉记者，新修建的这条
4.7公里柏油路是黄庄子村村民出行的

必经之路，路面损毁严重，如果遇到下
雨，路面情况更糟糕，到处都是泥，还容
易摔跤，村民一直期盼着把路修好。

“以前这条路是大坑套小坑，车子
开进来都费劲，收粮的车和收牛的车
都不爱来，咱村里的粮食价格比其他
地方都要低。”朱彦强是村里的种植大
户，种植玉米 20 多公顷，每年都能产
粮十余万公斤，以前出村的这条路一

直是他卖粮的一道坎。如今，看着新
修的柏油路，朱彦强笑容满面：“路修
好了，今年的粮价都提上来了，俺家今
年预计多收入1万多元！”

同黄庄子村村民一样高兴的，还有
李千户镇康庄村、姚沟村、白梨村等12
个村屯的村民。今年，李千户镇党委、
政府把翻修村屯便民路作为一号工程，
为群众解决出行难题。李千户镇向上

级交通部门协调并申报计划，铺设柏油
路约30公里，涉及全镇13个村屯。工
程从7月起开始施工至10月全部竣工，
施工过程中，镇政府交通办对所有工程
全程跟踪、积极排障，保质保量。

“便民路真的是修到了我们的心窝
里。”青山村村民王俊友说，“青山村几乎
家家有果园，如今柏油路修到了村口，运
果卖果成本小了，出行也方便多了。”

“便民路修到了我们心窝里”
本报记者 王晓波

10 月 24 日，记者在沈阳航空航
天大学校园里的青阳湖看到，一群黑
天鹅在水中悠闲嬉戏，成为校园里的
一道亮丽风景。今年 5 月，校园里来
了一群不速之客——黑天鹅。为了
给黑天鹅一个温暖的家，师生在湖心
岛上搭建了小窝，每日泛舟去岛上投
放饲料。

目前，在青阳湖生活了多个月的
黑天鹅已习惯了它们的新家，更习惯
了在青阳湖边来来往往的学生们。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黑天鹅在
校园里安了家

农民进城直销秋白菜

10 月 24 日，记者在沈阳市铁
西区一居民小区附近的秋菜销售
点看到，许多居民在购买农民进城
直销的秋白菜。居民李阿姨告诉
记者，在秋菜销售点买白菜，菜新
鲜，吃着也放心。

据了解，目前，沈阳周边地区
农民种的秋白菜开始大量进城上
市，在指定的居民小区开辟临时秋
菜直销点，方便了农民进城卖菜，
也方便了城市居民购买。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