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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持
续性消毒杀菌、推出各种优惠措
施、演艺活动全面升级……经历了
20 多天的等待，大连的室内景区
景点再次“点亮”，经过周密细致的
消杀准备，将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
多惊喜。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极地馆、
珊瑚馆等室内场馆全部开放。开
馆后，公园对各区域进行持续性消
毒杀菌，员工测温合格后佩戴口罩
上岗。开园期间，公园按相关要
求进行预约限流，推出了多重惠
民活动。

金石文化博览广场七大场馆
及“巨鲸传奇”特展全面恢复开放，
并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开放的
景点均执行预约制、实名制购票。
大连森林动物园生态鸟馆、热带雨
林爬虫馆已恢复开放；大连发现王
国主题公园“酷乐迷你世界”等室

内项目有序开放。8 月 21 日至 25
日，入园的游客可以免费参与情侣
变装秀活动，穿着公园提供的不
同主题情侣服饰打卡拍照，精心
打造的鹊桥景观也将给游客带来
独特的游玩体验；大连圣亚海洋世
界场馆已进行全面消毒与通风工
作，游客可以体验 118 米“海底通
道”，观看《海豚湾之恋》《功夫海
象》精彩表演。

即日起，大连清风小镇（闯关
东）影视基地景区内，闯关东民俗
文化村、旅顺记忆商街、旅顺海战
公园、萌宠动物乐园、老大连风情
街区、影视风情展馆区、影视工场
区、蒸汽机车展示区、三道沟村落
等全部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实行
半价优惠，还可同时叠加大连市旅
游惠民优惠券使用。8月31日前，
中高考考生持准考证或录取通知
书可免费游览景区。

大连室内旅游景区相继开放

本报讯 记者唐佳丽报道 8
月 18 日 16 时，中国铁路沈阳局集
团有限公司重启草原避暑专列，近
500人的游客数量创下疫情以来沈
阳局集团公司单列旅游专列发人
新高。

为满足游客暑期出游需求，此
前，沈阳局集团公司设计并组织开
行了“草原号”旅游专列，一经推出
便受到辽宁、内蒙古、北京等地游
客青睐。

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的前提下，沈阳局集团公司重启的
这个阿尔山旅游线路，旨在让游客
抓住暑假的“尾巴”，再享草原之
美。乘坐该专列的游客将先后游
玩白狼林俗村、中国地质博物馆、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十余处人
文和自然景观。夕发朝至的安排

为游客节省了游玩时间和旅店住
宿费用。

据介绍，以往游客到赤峰后，
乘坐旅游大巴到阿尔山游玩，单程
900多公里，乘车时间超过14个小
时，会将两个白天的时间花费在路
程上。同样的项目，搭乘“草原号”
专列可以做到两天三晚游，游客在
专列上安睡一晚，就能到达目的
地，不仅节省了时间，舒适的乘车
环境也能减少游客回程后的疲倦。

为确保游客乘车安全，专列
全程实行体温动态检测制度，做
好车厢消毒、专人提醒佩戴口罩
等防控措施，车内配备一次性口
罩、消毒液、酒精湿巾等防护用
品 ，同 时 接 驳 大 巴 车 保 证 空 座
率，为游客打造无后顾之忧的难
忘旅程。

再享草原之美

“草原号”避暑专列又出发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者 8
月 19 日获悉，为扩大信用监管对物
业企业的约束力度，推动其更好地
为业主服务，沈阳市对原来的物业
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改
变以往每年信用考核计分“清零”的
模式，原分值记录作为历史数据保
存在信用信息档案中。

按照原规定，物业企业存在违规
行为予以扣分的，第二年开始信用考

核后，其所扣信用分自动取消，重新按
满分计算。从现实管理来看，部分物
业企业对政府部门的整改要求不遵照
执行，信用手段对其约束力度不足。
为此，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为督促物业
企业重视信用，明确规定：物业企业在
每年度1月底前未向区房产主管部门
上报上一周期整改情况或未整改完成
的，继续在本周期内按照扣分标准予
以扣分。

根据新修订的《沈阳市物业服务
企业和物业项目负责人信用扣分标
准》，物业企业有 40 个扣分原因，包
括：擅自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扣30分；
未经业主大会同意擅自提高物业收费
标准，扣 10 分；未经业主大会同意占
用业主共有道路、场地停放机动车辆，
擅自收取或侵占场地占用费，扣10分
等。对项目负责人的监管方面，改为
实行更加直观的计分制管理。对计分

达到一定分值的项目负责人，将约谈
其法定代表人。

沈阳将物业企业信用等级分为
A、B、C、D 四级，A 级别表示信用优
秀、B级别表示信用良好、C级别表示
信用一般、D 级别表示物业企业信用
欠佳。沈阳市将对连续两年获得A级
别信用等级的物业企业，以及上一年
度获得 D 级别信用等级的物业企业，
分别列入红名单和黑名单。

沈阳修订物业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企业问题不整改信用计分不“清零”

本报讯 记者侯永锋报道 近
日，瓦房店市开展的流通环节自动售
货机销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告
一段落。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活
动，离不开当地检察机关发出的一纸
检察建议。

近年来，食品自动售货设备在给
群众提供消费便利的同时，也因其无

店铺经营的特点，存在较大的食品安
全隐患。今年 4 月，瓦房店市检察院
公益诉讼办案组通过对大型购物广
场、电影院、银行等人流密集区的食品
自动售货设备进行摸排，发现存在侵
害消费者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和
获取赔偿权等问题。之后，瓦房店市
检察院依法向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
有效履行职责，对辖区内食品自动售
货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食品
安全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瓦房店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析研
究，按照“网格化、痕迹化、全覆盖、无
死角”的要求，对全市流通环节自动售

货机销售食品经营主体情况进行集中
摸排和整治规范。对于检察建议书中
提及的存在违规经营行为的食品自动
售货设备，经与市检察院公益诉讼办
案组沟通，决定不对违规经营者采取
一罚了之的做法，而是注重普法教育，
督促、帮助其积极进行整改，依法规范
经营。

诉前检察建议为自动售货机贴上“安全签”

历时45天，因一枚对越自卫反击
战的纪念章，8月17日，三位有缘人的
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三人，一位
是89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一
位是热心肠的企业员工刘国壮，一位
是军功章收藏爱好者邵志刚。

事情的起因是，在国电东北热力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7月1日举办的“传承
红色基因”道德讲堂上，受邀的李维波
老人为党员们作了一场精彩报告。李
维波曾参加抗美援朝、珍宝岛保卫战、对
越自卫反击战等，屡立战功。老人声情
并茂地讲述了他和战友们在战场上抛头
颅、洒热血的青春故事，那激情燃烧的岁
月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讲座中，李

维波提起2017年初在一次作报告时，不
慎遗失一枚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纪念章，
老人非常着急，当时嘴巴就起了泡。

45岁的刘国壮是一名普通党员，
李维波的讲座深深地打动了他。而老
人丢失纪念章的事，则让他心里不是
滋味。他觉得，这枚纪念章不仅填满
了老人的回忆，也是其一生的荣誉象
征。寻思再三，刘国壮想出一个办法，
在网上帮李维波淘一枚他丢失的那种
纪念章，让他不再有遗憾。于是，刘国
壮在收藏网站、闲鱼网站上查找线索，
撒一张大网来打捞这枚纪念章。刘国
壮向一些收藏爱好者电话咨询关于纪
念章的事，通过微信群、QQ 群、微博

等网络平台把老人丢失纪念章的事反
复地发布出去，却没有得到反馈信
息。就在刘国壮心灰意冷的时候，一
天晚上一个叫“沈水小白龙”的网友跟
刘国壮聊了起来。此人名叫邵志刚，
是一名军功章收藏爱好者，也是沈阳
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他向刘国壮详
细询问了老人参战的年份、地点、部队
番号，并发来两张纪念章照片。刘国
壮如获至宝，立即与老人取得联系，老
人对这些信息逐一确认，并指出 1984
年老山、者阴山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纪
念章就是他所丢失的那种纪念章。邵
志刚从刘国壮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
当即表示愿意把这枚自己珍藏多年的

纪念章无偿捐赠给李维波，让老人不
再有遗憾。

刘国壮随即约上邵志刚来到李维
波老人的家。从邵志刚手中接过纪念
章，李维波眼圈泛红，久久说不出话
来，他确认，丢失的就是这种老山、者
阴山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纪念章。李维
波双手颤抖地握着邵志刚的手，热泪
盈眶，老人将纪念章戴在胸前，请大家
落座，激动地讲起了难忘的战斗经历。

李维波的女儿向大家展示、介绍
了父亲获得的各种荣誉奖章，还有一
张头版头条刊登老人消息的《人民日
报》。她说，这些就是李家最珍贵的

“传家宝”。

好心人捐纪念章圆了老兵梦
本报记者 赵乃林

第一发布 FABU

8月18日，记者走进“北方紫陶之
都”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探访了位于南哨王子山脚下、大凌河
北岸、古窑村的南哨古窑群遗址。

据了解，喀左紫砂陶瓷有着
悠久的历史传承，最早可追溯到

5000 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祖先
已开始用红土烧制陶器。在古窑
村，记者看到了 7 座古窑，其中有
清朝时期古窑 3 座、新中国成立初
期烧制窑 3 座、改革开放初期烧制
窑 1 座。从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

窑址，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瓷
器发展的脉络。

走进其中一座马蹄窑，从外面
看窑顶呈半球形，像蒙古包。据专
家介绍，这是中国北方流行的一种
窑炉，这种造型受力最强，防风最

好，抗雨最佳。这一座座历史的印
迹，如今已经成为喀左紫陶文化发
展的一个窗口，诉说着喀左紫陶工
业的过去和现在，也昭示着喀左紫
陶产业的美好未来。
邱 凌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岁月深处的文化留存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在
开原市金沟子镇三道沟村，村民闲
暇时间总爱来到村委会大院的一
间小屋内。为何这间小屋人气这
么旺？村民们说，在这里能看到过
去的日子，见证村里的发展变化。
这间小屋就是三道沟村村史馆。

“这个是纺车，纺线用的；那个
叫耲耙，耕地用的……”8月12日，
记者走进三道沟村村史馆，锈迹斑
驳的旧农具、年代感十足的电视
机、泛黄的老照片与户口簿等老物
件带着浓浓的乡愁迎面而来。

“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
故事。这些年，我们三道沟村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环境变美了，
村民变富了，我们建这个村史馆，

就是希望把村子的发展变迁，经历
的点点滴滴都搬进来。”村党支部
委员王文惠告诉记者，村史馆是去
年建的，所有的老物件都来自村民
的家里和村委会。

“这本户口册，记录了1964年
之前村民的基本情况。这个大鼓，
是为了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村
里组建秧歌队采购的。这本名单，
则是保留了所有在龙卷风灾害中
捐款的村民信息……”在村史馆
内，老物件不仅记录了村民们生产
生活的变迁，也记录了村里的各类

“大事件”。
一间村史馆，不仅传承了村

史，延续着民风，也是三道沟村村
民安放记忆的家园。

村民建村史馆见证生活变迁

8 月 15 日，在沈阳玖伍文化

城，小朋友们认真观看非遗传人捏

泥人、制面塑、草柳编，看着飞针走

线的满绣、活灵活现的剪纸，小朋

友们既好奇又惊喜。

通过与非遗传人互动对话，触

摸手工技艺的温度，体验制作自己的

作品，孩子们感受着非遗的文化魅

力，在不一样的体验中，尽享暑假的

快乐。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感受非遗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