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曹文娟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冯 赤 史凤斌社会
SHEHUI

08

今日
评

PINGLUN

视点 SHIDIAN

提醒 TIXING

作为全国老旧
小区改造试点城市，
鞍山在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这项惠民工
程中，每个改造小区

都成立了议事机构，同居民协商、
征求其意见合理确定改造内容，紧
紧围绕民意着实将好事办到百姓
心坎里。此举得到居民的积极响
应和广泛好评。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俗话说得
好，“鞋子舒服不舒服，脚最清楚”，
老旧小区改造改什么、怎么改才合
适，自然也是居民最有发言权。否
则，改造内容与居民需求脱节，不
仅会导致好事没办好，居民主动参
与的积极性也很难被激发出来。

为民办实事，民意不能缺席。
民生实事要真正造福于民，赢得百
姓认可，就应该做到民众参与、民

众监督。具体到老旧小区改造，无
论是规划、施工还是验收，都不应
让民众置身事外。只有充分尊重
不同人群的不同利益和诉求，了解
百姓想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
有什么建议，其效果才能最大地惠
及百姓。

“先听百姓怎么说，再定政府
怎么做。”民生实事要赢得好口碑，
还应建立严格的考核和评价体系，
力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换句
话说，不仅在推进过程中要坚持问
题导向，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无
缝对接百姓需求，而且要强化监督
检查和“回头看”，注重百姓感受和
实际成效，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画出
最大同心圆。为民办理实事，一定
要围绕百姓最关注的需求，问需、
问计、问效于民，将“好钢用在刀刃
上”，重点突破，才会达到预期的满
意效果。

为民办实事
先听百姓怎么说
刘家伟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为
进一步强化大连市医疗保障工作
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提高
大连市医疗保障决策能力和监督
管理水平，强化医保基金使用效
能，近日，大连市医保局出台了《大
连市医疗保障智库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组建医疗保障智库专家
队伍。

智库专家可对医疗保障政策
制订、基金监管及相关的热点、疑
难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可参与药品
及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协商谈判、
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等相关工
作，同时可参与大连市医疗保障重

大决策、重大部署、重大规划等顶
层设计。

医疗保障的智库专家应为具有
较强理论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医
学、药学、计算机、财务、审计等专业
技术人员及医疗保障领域知名人
士。智库专家实行弹性工作制，在
大连市医保局组织下，通过召开会
议、组织座谈、书面审核、课题调研、
委托办理等方式开展工作。

每届专家聘期一般为3年，到
期后，由专家本人提交书面申请，
经审核无违规的予以续聘；任期满
未办理续聘手续的专家，视为自然
解聘，终止专家资格。

大连组建医疗保障智库专家队伍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8
月 13 日，记者获悉，自去年下半
年以来，为解决长期不经营市场
主体增加行政成本，导致市场主
体数据失真等问题，辽阳积极探
索建立休眠企业服务管理常态
化工作机制，共吊销各类休眠企
业 1034 户。

辽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六类
市场主体确定为休眠企业服务管
理对象，分别是因未年报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设立半年以上
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
法取得联系的企业；连续两年未参
加年报的个体工商户、设立半年以
上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
无法取得联系的个体工商户；连续
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设立两年以上且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2019年7月起，辽阳市市场
监管局结合双随机抽查、大数据监
测、异常名录管理等工作，拟定三
批企业为休眠企业清理对象：首批
2019 年下半年双随机抽查企业
中，执行吊销 226 户；第二批从
2019 年度设立企业中，通过大数
据比对，挑选经营范围高度格式
化、一个投资人短时间内设立多个
企业、一个地址多个执照等特殊类
型市场主体，吊销休眠企业 593
户；第三批为未公示 2018 年度报
告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休眠
企业，吊销215户。

下一步，辽阳市市场监管部
门将加强市场主体信用建设，开
展被吊销企业法定代表人受限、
联合惩戒、信用修复等工作，使有
违规经营行为的经营者和将营业
执照用于非法用途的失信者无处
可逃。

辽阳吊销各类休眠企业1034户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8月
11 日，记者从鞍山市住建局获悉，作
为全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鞍山
市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基层党组织统领
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
老旧小区改造“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党建引领组建议事机构，请居民协商
征求其意见合理确定改造内容，做到

“一小区一方案”，真正将改造改到百
姓心坎上，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

鞍山市每个改造小区都建立社区

党组织，搭建由居民党员、社区网格党
员、社区民警、社区企事业单位在职党
员等组成的议事机构，结合改造工作，
开展小区党组织引领的多种形式基层
协商，主动了解居民诉求，邀请居民协
商征求意见，发动居民积极参与改造
方案制定、配合施工、参与监督和后续
管理、评价与反馈小区改造效果等。

在此基础上，鞍山市改造小区将
因地制宜、因民所需确定基础类、完善
类和提升类具体改造内容清单。其
中，基础类指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

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市政配
套基础设施改造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
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完
善类指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
善型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环境及
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
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提升
类指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
积极推进的内容，主要是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等。

鞍山市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将实施

封闭式物业管理，按照“有偿低价、专
业服务、保障基本”的原则，实行保障
型物业服务，引入社会资本或国有物
业公司参与小区后续管理，不断完善
日常管理长效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
小区活力。同时，结合老旧小区改造，
同步建立健全老旧小区房屋专项维修
资金归集、使用、续筹机制，提升小区
自我更新能力，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
更新进入良性轨道。

据介绍，鞍山市今年新开工改造
老旧小区23个，近4.6万户居民受益。

鞍山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可按需“点单”

本报讯 记者刘大毅 丁冬报道
提起沈阳市与“劳动”相关的主题
地标，人们常会想到劳动公园、工
人村生活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等。
如今，沈阳又添一处城市精神文化
地标——劳模广场，目前该广场已
投入使用。

2019 年，沈阳市和平区委、区
政府通过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工
会干部、媒体人、劳动模范等代表
的意见并充分论证后，决定在“中
山公园西门”建造和平区“劳模广
场”，用当代艺术的语言诠释并传
递“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主流价值
观，使之成为城市地标、精神地标
和文化地标。

整个劳模广场由四件主要作
品组成，广场设计者、当代艺术家
孙义全告诉记者，这四件作品独
立叙事又相互关联。作品《承载》
是由金属和混凝土打造的 9 米多
高的书籍造型，书的内容是劳模的

名字以及劳动者的双手拓下来的
手模。观众可以走近书下观看劳
动者的手模，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浏
览劳模广场的介绍和劳模的先进
事迹。

雕塑作品《记录》是由红岩砂
材料雕砌的胶皮手套的造型。意
在表达劳动者的双手是工作中最
美丽的风景线，红砂岩材料的手套
定格了这一瞬间。

雕塑作品《传承》由八只成人
的手和一只婴儿的手构成，旨在
用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符号化
造型诠释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是
劳动者潜心钻研、艰苦努力的结
果。雕塑顶部的婴儿手象征着传
承和新生。

另外，厚重挺拔的混凝土结构
使名为《书写》的作品蕴含着“丰碑
式”的意味，工具剪影形状嵌在红
色的田字格内，从远处观看，仿佛
是一幅灵动飘逸的书法作品，徐徐
展开新时代壮美的劳动篇章。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给农民工务工带来的影
响，丹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就近就
业，积极为复工复产企业找到“人力”，
为农民工在家门口找到“钱途”。

为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丹东市
转变思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人
社等部门将过去组织的现场招聘活动
转入互联网，开展线上招聘，实现疫情
期间招聘活动不断档。同时发动全市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广泛征集适合
农民工就业的岗位信息，并结合“春风

行动暨就业援助月、返乡留乡农民工
系列招聘”等专项活动，通过就业部门
网站、微信公众号、电台、电视台等多
种方式召开线上专场招聘会，多渠道
对外发布招聘信息，为用人单位和包
括返乡农村劳动力在内的有就业意愿
的求职者搭建对接交流平台，在帮助
企业解决用工难题的同时促进返乡农
民工在本地就业。截至 7 月底，全市
共举办各类线上专场招聘活动 155
场，服务包括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重
点复工复产企业、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在内的用人单位3457家次，发布各类
用工信息9600多条（次）。

在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求职就业
的同时，丹东市积极研究制定创业扶持
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有创业意愿的返乡
农民工可以申请创业场地补贴、创业带
头人社会保险补贴和涉农创业担保贷
款。此外，丹东市人社局还依托省就业
网积极开展远程培训活动，将有培训意
愿的返乡农民工全部纳入培训范围，培
训活动覆盖全市64个乡镇。截至7月
末，全市已培训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

农村转移劳动力近2000人。
为确保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意愿的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返乡农民
工尽快实现就业，丹东还制定了《短期
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实施方案》，通过
开发短期公益性岗位，实施托底安
置。并在全地区乡镇、行政村开发了
一批短期公益性岗位，专门用于安置
就业困难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和返乡农民工。目前，全地区已通过
短期公益性岗位帮助718名农民工成
功实现就业。

丹东多措并举为农民工在家门口找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随着
秋季到来，流感也进入了流行季节，疫
苗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
段。8 月 12 日，记者从沈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获悉，今年沈阳市的流感
疫苗有三价疫苗和四价疫苗，从现在
开始，沈阳各接种门诊陆续开始为市
民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据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王萍介绍，流感病毒是我国北方秋
冬季最活跃的呼吸道传染病病原体，
婴幼儿、老年人和存在心肺基础性疾

病的患者，感染流感病毒可能并发肺
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当
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
不减，我国即将迎来秋冬季流感的高
发季。因此，在新冠疫苗还未上市接
种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呼
吁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流感和新冠重
叠感染的风险，从而降低新冠感染产
生重症的风险。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病毒感
染及其并发症最有效的手段。流感疫
苗组分每年都在改变，因此每年都要

接种新版流感疫苗。三价疫苗的适用
人群为 6 个月以上及成年人，四价疫
苗用于预防3岁及以上人群流感病毒
的感染，两者的区别在于四价疫苗保
护的覆盖面更广。

“根据沈阳市近几年流感疫情监
测资料显示，每年的 11月至来年 2月
为沈阳市流感的发病高峰期，应该说，
9月至11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
间。疫苗接种后一个月内起效，保护
期为一年左右。”王萍说，6月龄-5岁儿
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

医务人员、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
和看护人员以及孕妇或准备在流感季
节怀孕的女性，为优先接种对象。

目前，流感疫苗属于二类疫苗，为
自费自愿知情接种。

由于疫苗特性及受种者个体差异
等因素，疫苗的保护率并非100%。所
以，除了接种流感疫苗外，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如勤洗手，早晚开
窗通风，尽量不前往人流密集的公共
场所等。

秋冬季是流感高发期，接种疫苗是有效预防手段

沈阳各接种门诊开始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官升，需要用车吧，给个地址，我
马上到。”

最近一段时间，郭明义爱心团队
朋朋修脚分队志愿者冯林格外忙碌，
他驾驶着一辆依维柯小货车，穿梭在
大连的大街小巷，运送抗疫物资。一
个人，一辆车，一串串故事……成为大
连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见证者。

这辆志愿服务车是华连生科技集
团为“孝行中华·全国义剪”公益项目
配备的志愿服务专车，用于接送志愿
者和运送义剪物资。自2020年1月下

旬开始，这辆车改为“守护大连抗击疫
情”志愿服务专车，配合大连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组织开展的抗击疫情志愿服
务工作，公司还特意安排冯林作为这
辆志愿服务专车的专属驾驶员。他不
但驾驶车辆随叫随到，还是冲在最前
面的志愿者，装卸、搬运爱心物资。

8月1日，“辽宁好人”王官升接收
了一批物资：一次性口罩1万只、口罩
800 只、一次性防护服 126 件、面屏
100 个，志愿者整理汇总完已是下午
4 点 40 分，因为已经跟大连湾欣家园

社区书记做好对接，需要当天就把物
资送到，可当时市区已限行，找不到合
适运送的货车。这时，王官升的电话
响了，是冯林打来的。问清楚送货地
址，冯林即刻出发，就这样，前方需要
的物资准时送达。

8 月 4 日，骄阳似火，冯林带着儿
子开着车，和志愿者一起慰问交警。
大连市交警支队、甘井子区交警队和
大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大连小善大
爱学雷锋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一起，
来到大连湾后盐车市交警联勤工作

站，慰问坚守在大连湾抗疫一线的交
警，送去100箱矿泉水、250公斤西瓜、
20 箱方便面等防暑降温物资。这批
爱心物资是大连启发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玖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捐赠的，
王官升带领志愿者一箱箱地搬运，将
爱心物资装到了车上。

捐赠仪式还在进行中，冯林父子
俩就驾车悄悄离开了。和每一次出车
做志愿服务一样，冯林总是愿意做那
个默默无闻的人。他说：“能为抗击疫
情出一分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辆“逆行”的抗疫志愿服务车
刘 雪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民生·服务 FUWU

阜新市海州区平西街道惠西小区，
长 23 米的围墙上画好了 23 幅记录老矿
区生产、生活场景的图画。矿区的井下
运煤车、载人车、高压变电器等实物摆上
了小区广场。“红色引领、记忆平西”海州
区平西街道主题党性教育基地成为矿山
文化“红色名片”。

平西街道辖区的 2.3 万名居民大多
是破产老矿区职工和家属，对矿区生产、
生活存在着历史的记忆，形成了特有的
矿工精神、矿山文化。为更好地弘扬矿
工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留存平西记忆，
平西街道通过查阅史实资料、走访老矿
工收集故事等形式，提炼老矿区历史，以
在文化墙上绘画、广场上摆放实物等形
式，展现记忆中老矿山人文生活，反映平
西老矿区人文风情和历史变迁。当地居
民在怀旧中不仅见证了生活变迁，也在
怀旧中感受着幸福生活。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留住平西记忆
感受幸福生活

沈阳再添文化地标

去中山公园看“劳模”

劳模广场。 本报记者 刘大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