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11 月
27 日，记者从沈阳市多部门联合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修订的

《沈阳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将
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沈阳市禁
售禁放区域进一步扩大，禁售禁放时
间限制为全年全天候。

据悉，此次颁布的《沈阳市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规定》重点对烟花爆竹销
售和燃放区域等方面进行了修改。禁
售禁放区域由以往三环绕城公路以内
主城区春节期间禁售禁放，进一步扩
大至三环加大东区的四环路以内行政
区域、浑南区沈丹高速公路以西、四环
路以内的行政区域、沈北新区沈哈高
速公路以西、四环路以内的行政区域，

除经沈阳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重要节
日、重大庆典等活动外，为全年禁止经
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同
时，禁售禁放时间从以往禁止区域日
常禁止，春节期间开禁，改变为常年全
天候禁放、禁售烟花爆竹。另外，沈阳
市还严格控制禁止区域以外烟花爆竹
零售店数量，全市禁止设置烟花爆竹

临时零售点；除依法经营、储存、运输
烟花爆竹的单位和个人外，其他单位
和个人不得存放重量超过10公斤的
烟花爆竹。

另据了解，2020 年春节沈阳市
三环绕城公路以内城区仍准许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燃放时间为腊月二十
三至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五。

沈阳修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明年3月起三环内全天候禁放

本报讯 记者张学军报道 11
月 28 日，记者从辽宁省保险行业协
会获悉，11月30日零时起，我省将在
全省（不包括大连）范围内推行机动
车辆保险实名制投保。

车险实名制投保是指由机动车
所有人直接或通过具有合法保险销
售资格的中介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
车险及缴纳保险费。投保车险业务
时的投保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被保险人、车辆所有人应为

同一人，并使用本人账户一次性全额
支付保险费。

“车险缴费实名认证”可以保障缴
费人为投保人本人，使车险销售流程
更为规范，有利于督促保险公司、保险
中介机构及业务人员如实履行保险产
品说明义务，有利于保险消费者自主
选择车险产品和服务，有利于体现消
费者真实意愿，防止经办人员未经消
费者同意，擅自出单承保，切实保护消
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减少了保

险纠纷投诉。同时，车险实名制投保
有利于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

消费者为个人名下的私家车投
保车险时，可以使用银联卡及微信、
支付宝、京东金融等第三方支付方式
缴纳保费,应确保使用投保人本人账
户。如确需使用现金、个人转账缴纳
保费的消费者，保险公司和保险中介
机构应积极引导消费者到财产保险
公司自有营业场所进行销售过程的
录音录像。投保人与车主不一致且

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投保人为
非自然人且与付款人不一致又无法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也需要投保人
到财产保险公司自有营业场所进行
销售过程的录音录像。

企业、机关等非自然人的单位为
单位车辆投保的应使用转账方式或
单位公务卡支付车险保费。

消费者购买车险的价格与车险
保费支付方式无关，不会因为实名制
投保而增加保费。

车险投保实名制明天起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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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圾 分 类 是
2019 年 的 热 度 词 。
此前有报道，大连市
主城区已有 2300 余
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上岗，并通过设置自带识别功能的
垃圾分类智能设备，以“人工+智
能”的方式帮助市民完成垃圾分类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从习惯“随手扔”到实现“随手
分”，虽一字之差，却是一次意义重大
的环保革命。如果详细了解大连、上
海等先行先试地区的成功做法，一字
之差的背后体现的是垃圾分类工作

“刚”“柔”相济的推进智慧。
一项更新人们固有的思想观

念、改变人们生活习惯的新举措要
顺利推广实施，一定要有“刚”的制
度作保障，即做好顶层设计和设立
必要的惩戒措施。出台相关办法
或条例，或以地方立法推行垃圾分
类制度十分必要。在一些先行先
试地区，垃圾分类被确定为“一把
手”工程，通过设立“红黑榜”、实行
公共机构和公共场所全面强制分
类等硬起来、强起来的举措，将垃

圾分类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的进程，
使垃圾分类由以往居民或公共机
构的“选答题”成为“必答题”，真正
实现源头减量。

居民或公共机构在垃圾分
类 过 程 中 反 映 出 的 知 识 不 足 、
操 作 不 便 是 当 前 推 进 的 难 点 ，
也是一道城市如何精细化管理
的 命 题 。 因 此 ，在 宣 传 和 教 育
引导上要更多地体现“柔”。登
门 入 户 发 放 分 类 指 导 手 册 、免
费为居民家庭配置小型分类桶
和 不 同 颜 色 的 垃 圾 分 类 袋 、实
行积分奖励等举措都拉近了管
理 者 与 实 施 者 的 距 离 ，也 带 动
更多的人动起来。

垃圾分类看似小事，实则关
系千家万户，是社会文明水平的
重要体现。让垃圾分类成为人人
追求的新时尚，城市的精细化管
理还面临着很多考验，在这场持
久战中，既要彰显出推进垃圾分
类决心的“刚”，也要在“分的容
易、分的方便”方面继续做“柔”的
努力和探索，垃圾“随手分”也就
习惯成了自然。

推进垃圾分类
要“刚”“柔”相济
吕 丽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抗联英魂在，盛世放光芒。11 月
28 日，坐落在宽甸满族自治县天
桥沟的抗联一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隆重开馆，成为弘扬伟大抗联精神
的重要平台。杨靖宇将军之孙、吉
林省靖宇县政府顾问马继民不远
千里从家乡河南郑州赶来，为陈列
馆揭牌。

1934年7月，杨靖宇率领抗联
一军六进六出天桥沟一带，创建密
营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日寇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更好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伟大抗联精神，当
地积极打造天桥沟红色旅游基地，
目前建成的抗联一军军部旧址陈
列馆是红色旅游基地的核心组成
部分。该馆面积约600平方米，内
有展览图片 324 幅，文物资料 270
余件，大部分资料和文物是初次向
社会展示。开馆当天，还举行了辽
宁省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揭牌仪
式，到场专家就抗联一军天桥沟抗
日活动进行了研讨。

抗联一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馆

“要说家里哪儿变化大？首先
就是厕所。”如今，走进铁岭县李千
户镇柴家堡子村，村民们最常谈论
的话题就是改厕。今年9月，柴家
堡子村向市、县两级申请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项目和农村厕所改造
项目得到批复，村里将两个项目结
合在一起，同时施工，整村推进厕
所进户。

同时兼任驻村“第一书记”和
党支部书记的詹立华告诉记者，
村里在铁岭第一个尝试将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和厕所改造项目结合
在一起，厕所冲水后，废水经过无
害化处理统一接入村内的污水管
网系统，彻底解决了改厕后的污
水处理问题。

73岁的村民武桂范家是柴家
堡子村完成改厕的第一家。11月
27日，记者来到她，提起新建的室
内厕所，武桂范打开了话匣子。“以
前家里是室外茅厕，夏天苍蝇成

群、味道刺鼻，冬天冰天雪地、冷得
很。今年开春我摔了一跤，腿脚不
便，上厕所更难了。没成想正好赶
上政府的好政策，为我们新建了室
内厕所。”武桂范告诉记者，室内厕
所不仅方便，而且改造室内厕所所
用的瓷砖、坐便器、洗手盆等一分
钱也不用村民自己掏。

新厕所建成后，武桂范家就成
了改厕示范户，家里迎来了一拨又
一拨的参观者。

村民董铁生是改厕的反对者，
担心在屋里弄个坐便器会有味
儿。武桂范家的厕所建成后，董铁
生带着老伴儿去了好几趟，消除了
顾虑，就盼着自家的室内厕所赶紧
建起来。如今，董铁生家的新厕
所正在建设中，预计再有一两天
就能完工，这让他打心眼里高兴。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村民们
都高兴地说：“改厕，提升了我们幸
福感。”

“改厕，提升了我们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晓波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日
前，省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下发
通知，因辽宁省省级医保业务系统
升级需要，拟对辽宁省医保中心所
属业务系统停机维护。

省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提
醒各协议医药机构、参保单位及参
保人员、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停机
维护期间，省本级职工医保参保缴
费和就医购药结算、省内城镇医保

异地转院即时结算、省内和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等业务将无法正
常办理。

停机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9
日（周五）17时至 12月 2日（周一）
7 时；2019 年 12 月 7 日（周六）7 时
至 12 月 8 日（周日）7 时。提醒省
直医保参保人员持卡就医购药、异
地住院人员办理出院结算，避开这
两个时间段，不跑冤枉路。

省医保中心业务系统停机维护
持卡就医购药避开两个时间段手握一把修脚刀，修脚师信永生平

均每天能为4名老人义务修脚，并坚持
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服务。从2011
年至今，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上万人次。

信永生有一手修脚的好技艺，最初
在盘锦市兴隆台区欢喜街道联合社区
安家开店。热心肠的他经常参与社区
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职业的原因使上
岁数后腿脚不便的老人成为他越来越
关注的对象。2011年，信永生主动找到
社区。“当时想找个地方为老人免费修
脚，让他们走路舒服点儿。”信永生的想

法得到了社区的支持，社区服务站腾出
办公室，还安放了凳子、椅子等物品。
自此，信永生走上了义务修脚路。

修脚是个手艺活，也是个体力
活。在打理好自己店面的同时，信永
生承诺每天都到社区进行服务。“店里
的活再多再累，我也不让预约的老人
们失望。”唠起修脚这事儿，信永生如
数家珍，“老年人脚板硬，修脚时要更
有耐心，不能有丝毫马虎。”碘伏、止血
药、消毒酒精、治肉刺的粉膏、治甲沟
炎的中药……每天，信永生都带着精

心备置的“百宝箱”，风雨无阻地到社
区“上班”——给老人们修脚。

而提到修脚师傅信永生，联合社
区的老人们都很感激。“这 6 年多，多
亏了信师傅每月一修，让我少遭不少
罪。”78 岁的胡义凡老人患有严重的
风湿，自己剪脚指甲很费劲。“这脚底
茧子还厚，换季就干裂，自打遇到小
信，我就享福了，打个电话人就来了，
还是免费上门服务。”81 岁的曲向忠
走路一直脚疼，信永生判断是灰指甲
引起的甲沟炎，外加脚疔，所以走起路

来疼痛难忍。经过信永生几次“精修”
后，曲向忠终于能够舒舒服服地走路
了，老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这些年，信永生还经常联系辖区
周边敬老院、福利院、老年中心等机
构，定期为那里的老人们义务修脚。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给老年人免费修
脚费劲又不挣钱，图个啥？信永生说，
敬老爱老助老的美德需要传承，希望
自己能影响和带动更多年轻人关心老
人、服务老人。“义务修脚这个事儿，我
会始终坚持做下去，做到最好。”

信永生为老人义务修脚8年
袁 英 本报记者 刘立杉

早晨7时，大连市普兰店区皮口
街道夹心社区的“铁匠炉”农具加工
作坊准时响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
焖炉内通红的火光映红了老铁匠李
如财黝黑的脸庞，他将烧红了的铁块
放在铁砧上，锤子落下的刹那间，火
花四射……

看着李如财身手矫健地煅烧、捶

打、打磨，很难想象这是一位81岁的
老人。李如财打出的铁器不计其数，
铁钳、菜刀、斧头……生活中大部分
用铁制成的器件他都打制过，周边的
邻居家，家家都有他打的铁器。李如
财对自己的手艺很是自豪，“同样
的东西，我打的，就能多卖钱。”

“现在铁匠越来越少了，我的师

兄弟都转行了。我先后也带过几个
徒弟，后来也都不干了。”李如财最
担心的就是打铁手艺失传。为此，
他将自己 60 多年的打铁技术绘制
成了几本图册。幸运的是，李如财
的手绘图册得到了大连市学术专著
资助出版评审委员会的关注，并将
老人的这些图纸转变成有保存价值

的资料性图书——《李如财传统铁
艺图说》于今年5月正式出版。

让李如财高兴的还有他收了个徒
弟。徒弟王克家今年54岁了，他说，他
从小就喜欢打铁，终于如愿，虽然才学
了几个月，但现在也摸到点门道。

谢小芳 文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八旬老铁匠出书传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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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匠李如财

李如财和徒弟王克家

《李如财传统铁艺图说》于今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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