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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链接 LIANJIE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共享单
车自2017年进入沈阳市以来，为市民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个别市民乱
停乱放的问题，不但影响市容，还存在
安全隐患。日前，在沈阳经营的 3 家
共享单车企业出台禁停区处罚措施，
从今日起施行，希望市民能有序停放
共享单车。

为进一步规范市区共享单车停
放秩序，保障市民安全出行，沈阳市
从 2017 年开始对和平大街、三好街、
大西路等街路施划了非机动车停放
区 3000 余处。但在停放区附近还是
有共享单车被乱停乱放的现象，有些
车被随意停放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
道上，甚至还有人将共享单车停在机

动车道上和绿化带里。
为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给百姓

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和市容市貌。目
前，在沈阳投入运行的3家共享单车企
业出台了禁停区处罚措施，并于今日
开始实施。具体处罚措施是：摩拜单
车停放在禁停区内，第一次警告提醒，
第二次罚款，并在后台的个人信用体

系中扣除一定的信用分值，当某些用
户的信用分降低到一定程度，将无法
继续使用单车。青桔单车停放在禁停
区扣款 10元/次。哈啰单车停放在禁
停区第二次罚款2元，运营区外停车收
取调度费20元。哈啰助力车不按停车
点停车收取调度费15元，运营区外停
车收取调度费30元。

今日起在沈阳乱停共享单车要受罚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近日，大连市生态环境局举行“环
保志愿者义务举报监督大气水环
境污染违法行为”活动启动仪式，
正式向环保志愿者代表颁发环保
义务监督员聘书。百名环保志愿
者义务监督员正式上岗，将对全市
城乡大气、水、土壤等方面存在的
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义务举报监督。

义务举报监督的重点是大气

污染和水污染问题，同时兼顾固体
废物、噪声等其他污染。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义务监督
员将以定位、拍照、文字描述等形式
取证，发送给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
会，由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对污
染行为登记分类，发送至大连市生
态环境局进行处理。环保志愿者还
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事业单位、学
校开展环保大讲堂义务讲座活动。

大连环保志愿者义务监督员上岗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0 月 31 日，记者从鞍山市公安局
获悉，着眼于百姓对服务质效提出
的新要求，鞍山在全省率先将接警
平台和8890综合平台融合对接，进
一步提升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由于110广为人知，百姓遇到
紧急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拨打
110报警电话，这不仅消耗了大量
的警务资源，百姓反映的问题也得
不到及时有效解决。为此，鞍山通
过深入调研，采取三方通话方式，
推动并实现了110接警平台与鞍山
8890综合平台的双向分流、无缝对

接。即110接警平台接到非警务警
情后，立即通过“一键转接”呼叫
8890综合平台，让百姓直接向8890
综合平台反映问题，确认该问题属
于其受理范围后，110接警平台再
挂断己方通话；同时，对从8890综
合平台转接的涉警类咨询、求助、
举报、投诉事项，立即受理并指令
属地派出所出警。

据了解，系统试运行 4 个月，
鞍山共分流非警务警情 3167 起，
在警情处置和服务百姓的质量、效
率提升的同时，有效化解了公安警
力不足、任务繁重的实际困难。

鞍山接警平台和
8890综合平台融合对接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0
月31日，沈阳正式启动89项排水防
涝工程建设，这项工程也是沈阳排水
防涝二期二批工程，工程将彻底清除
文化东路、北四路等84处积水点。

据沈阳市排水防涝二期二批
工程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工程具体包括建设肇工街系
统、昆山路下坎子系统、崇山东路
系统、和平大街系统、精勤系统、联
合路系统和于洪区系统7个系统；
对各区零星积水点进行改造，包括
和平区、沈河区、铁西区、皇姑区、

大东区、浑南区、于洪区、沈北新区
及和平长白地区9个区域共40处；
新建泵站13座。随着一系列工程
的持续推进，将进一步完善沈阳市
排水系统，提高排水能力，保障城市
排水安全，减少洪涝灾害，切实改善
民生，提高市民幸福指数。

据了解，沈阳计划到2020年基
本建立源头减排、管渠提标、排涝除
险和应急管理的排水防涝体系，力争
在2020年汛期前发挥作用，使沈阳
市重点区域大雨地面不积水、暴雨不
内涝，大暴雨不发生内涝灾害。

沈阳启动89项排水防涝工程
建设7个排水系统，清除84处积水点

本报讯 10月31日，记者从省高
级人民法院获悉，自8月5日辽宁移动
微法院上线运行以来，应用成效显
著。截至10月30日，辽宁法院通过移
动微法院实现跨域立案 430 件，辽宁
省也成为全国跨域立案最多的省份。

据介绍，作为全国12个移动微法
院建设试点省份之一，省法院明确要求
以移动微法院建设为抓手，整合线下线

上诉讼服务资源，提升司法精准服务水
平。辽宁移动微法院从立项到上线运
行，建设周期仅为20天，一经推出，即受
到热烈追捧。截至10月30日，实名认
证5369人，累计访问35万次，日均访问
4098次，网上立案501件，跨域立案430
件，各项指标均处于全国前列。

为大力推进诉讼服务信息化体系
建设，8月中旬，省法院出台《辽宁法院

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技术规范》，
确定了包括调解平台、道交一体化、移
动微法院、综合送达、涉诉信访等平台
在内的18项建设内容。目前，上述五大
平台均已上线运行，其余各平台也基本
完成研发，正在完善和应用推广当中。

辽宁移动微法院是一款微信小程
序，当事人或律师通过身份证认证和
人脸识别进入后即可体验网上立案、

查询案件、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申请
执行、网上缴费等功能。到户籍所在
地法院立案，可进入辽宁移动微法院
系统首页，选择“法院导航”，系统会展
示所在地法院地址。对于当事人异地
申请立案路程远、不方便，网上申请立
案不会操作、没条件的情况，进入“跨
域立案”，选择就近法院办理立案。

严怡娜 本报记者 侯永锋

移动微法院上线仨月跨域立案430件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从今年
12 月 1 日开始，我省各级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将统一使用《辽宁省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文书（试行）》，这是我省
继城市管理执法服装、标志、执法程序
统一后的又一统一事项。

俗话说一座美好的城市三分靠建
设，七分靠管理。要让城市和谐有序

发展，就必须强化管理，严格执法，而
执法的关键在于规范公正文明。

《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文书
（试行）》，从程序正当、规范执法等方
面，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
持程序正当，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统一后的法律文书，在切实保障当事
人陈述申辩、申请回避等法律权利，

保护违法建设当事人对建筑材料的
财产权等方面进一步规范了执法程
序，并细化了检查（勘验）笔录、调查
询问笔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告知
送达、强制拆除、代履行等文书要求，
严格规范了调查取证、执法办案行
为。规范执法行为，面向当事人制定
下发的重要文书，做到统一规范、用

语准确、内容全面。
执法文书的统一使用，将对我

省健全城市管理执法制度，完善执
法程序，加强执法监督，提高执法
效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有效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提升市场监管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规范城市管理执法行为

统一执法文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每天早上，88岁的张阿姨都会由
儿子送到家附近的沈阳万佳宜康浦江
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在这里吃
饭，有床位可以休息，有专人照护。儿
子、儿媳下班后，再将老人接回家，享
受家庭时光。

“如果周末或节假日，我儿子、儿媳
放假，我就在家，如果他们哪天都加班，
我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按天付费，我
在这里，儿子、儿媳放心。”张阿姨说，服
务中心与家的距离不远，推着轮椅就可
以到达，也避免了来回上下车的麻烦。

如何做到让老人在家门口安度晚
年，子女工作、尽孝两不误？让老人不
离开自己社区并享受养老服务的嵌入
式养老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方案。

浦江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孙文婷告诉记者，在这里不仅有像张阿
姨这样的日托老人，也有需要全天服务
的失能、半失能老人，都是来自附近小
区的，离得近，儿女有时下班就可以过
来探望。如今，中心的床位接近满员。

据介绍，浦江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用房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对于附近小
区居家养老的老人，也可以免费来中
心参加棋牌、乒乓球等活动，享受志愿
者的爱心服务，也可购买服务中心的
各种服务，如在服务中心就餐或者入
户送餐、助浴、康复理疗、临时托护、家
政服务等。据了解，沈阳万佳宜康养
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已在铁西区、浑
南区、和平区等区的十余个小区连锁运

营这样的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
这种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为居

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有
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解决了居家养
老的一些难题。

如刚手术回家的老人，家人不知如
何照护；老人患上认知症，家人却不知
道，更不懂如何应对老人的变化；卧床

老人需要换尿管，家人为送老人去医院
而发愁……大东区仁爱畅晚居家养老
照护之家负责人苏畅告诉记者，这些难
题，仁爱畅晚的医护人员都帮助解决
过。此外，他们还依托机构自身的医护
专业人才，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上门照
护评估、健康咨询、心理疏导、无障碍改
造建议、义务宣讲等服务。

嵌入式养老让老人在家门口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 关艳玲

10月30日，记者在沈阳市皇
姑区明廉街道天山社区北园区新
设立的红色书屋里看到，许多社
区居民在书屋里阅读和学习。

红色书屋收藏有革命历史、
名人传记等刊物。社区居民在红
色书屋阅读学习，以书交友。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社区里的
红色书屋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大连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衔接率达 90.1%，名列全国第
四。这是记者10月31日从高德地
图、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
机构共同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交
通分析报告中了解到的。

据了解，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率
指的是一定范围内有公交车站的
轨道交通出入口占城市总轨道交
通出入口的比例。该报告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大连市高峰拥堵延时
指数为 1.805，即高峰出行花费的

时间是畅通状态下的 1.805 倍，拥
堵高峰平均行车速度为每小时
24.97公里。9月拥堵最严重，高峰
期拥堵延时指数达1.85，高峰期城
市平均行车速度为每小时24.28公
里。每天17时是该市一天中最拥
堵的时刻。沙河口区是城市最拥
堵区域，在该区域早晚高峰路上花
费的时间是畅通状态下的两倍。

沈阳市的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率
虽然逊于大连，但前三季度乘地铁
直达目的地的出行占比达63%，通
过一次换乘公交到达目的地的占比
超过30%，公交路线设计更加合理。

大连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率
跃居全国第四

关注·养老 YANGLAO

嵌入式养老就是养老机构与社
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社区内嵌入
一个市场化运营的养老机构，整合

周边养老服务资源，为老年人就近
养老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的
养老服务。

何谓嵌入式养老？

技能培训助力再就业

朝阳市龙城区将培训引入市场
化运作，根据百姓的实际需求，有针
对性地开展分类培训，帮助他们真正
学到一技之长，增强就业本领，尽快
实现就业。

图为 10 月 30 日，高技能中式
面点师培训班的学员，在参加职业
技能鉴定。

本报记者 张 旭 文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