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关于开展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推荐和全省财
政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辽人社〔2019〕65号）
要求，经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逐级推荐，并经全省
财政系统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审，拟表彰辽宁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
13个，先进工作者21名，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2020年8月25日至8月31日。

公示期内，如对公示的拟表彰对象有不同意见，可以电话、传真等
形式向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反映情况。反映情况须客观真实，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
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有效的联
系方式。

联系电话（传真）：024-22824496

附件：1.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拟表彰名单
2.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拟表彰名单

辽宁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8月31日

关于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对象的公示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拟表彰名单

吴佳林 沈阳市财政局预算处（税政处）一级主任科员
赵 源 沈阳市财政局机关党委原专职副书记
陈 震（女） 大连市财政局债务管理处处长
戚 力（女） 大连市财政局教育和文化处处长
万 艳（女） 鞍山市财政局国库科科长
柯 丹（女） 鞍山市铁东区会计结算中心主任兼区财政局

办公室主任
刘 红 抚顺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四级调研员
刘艳秋（女） 本溪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

单 军 丹东市振安区财政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曹 兵 锦州市黑山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国海 锦州市凌海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赵玉才（满） 营口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同元 营口市盖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主任科员

李会艳（女） 阜新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何 颖（女） 铁岭市昌图县鴜鹭树镇会计集中核算中心

主任（专业技术十级）

王志威 朝阳市财政局债务金融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杨育智 朝阳市财源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刘 宇 盘锦市财政局办公室（政策研究科）主任兼

机关党委办公室（人事科）主任

白 涛 葫芦岛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崔云峰 葫芦岛市绥中县财政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新宇（满）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处长

沈阳市沈北新区财政局
大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处
鞍山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财政局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财政局

丹东市东港市财政局

锦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

营口市财政局国库科

阜新市财政事务服务中心政府债务事务部

辽阳市财政局社会保障科

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财政局

盘锦市大洼区财政局

葫芦岛市兴城市曹庄镇财政所

全省财政系统先进工作者拟表彰名单

2020年8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阎 虹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孙 广 赵 琢社会
SHEHUI

09

视点 SHIDIAN

8月23日，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
周启动，沈阳科学宫举办了科学嘉年
华系列活动，开放科普展览、科普讲

解、实验演示、示范传授等活动，引来
众多小朋友和家长参观体验。

据悉，本次全国科技活动周的

主题为“科技战疫，创新强国”，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家长和孩子们在参观体

验互动活动中学习科学知识、体验
科技魅力。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体验科技魅力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开发
更多岗位拓展就业空间，精准推进
重点群体就业……8月24日，随着

《辽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出台，辽阳
市从助力企业、促进发展、稳定岗
位、扩大就业入手，推出多项新举
措，稳就业、保就业，最大限度释放
政策红利。

根据新出台的意见，辽阳市加
大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对暂
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适当
放宽稳岗返还政策认定标准，重点
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住
宿、教育培训等行业企业；对由于
保障供应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
倾斜支持，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 6

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
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对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
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80%。

为鼓励企业吸纳就业，辽阳
市进一步落实企业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补贴政策，岗位补贴标准为
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40%，社会
保险补贴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
人员实际缴纳保险费给予全额补
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
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最长不超
过36个月。

此外，辽阳市还突出抓好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积极落实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
位兜底安置政策，并将岗位补贴
标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50%的
比例上浮。

辽阳出台多项举措
助力稳就业保就业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为了保
证市民温暖过冬，供热人夏天也是忙
碌的。8月24日，记者从沈阳市2020-
2021 采暖期供热准备工作会议上获
悉，沈阳供热重点单位、重点区域整改
将于 9月 30日全面完成，涉及供热面
积1368万平方米、热用户16万户。

据了解，今年，沈阳市供热“三修”
计划总投资 6.8 亿元，截至目前，“三
修”完成率为 72%，共完成大修锅炉
432台，鼓风机、引风机642台，除渣机
212台，维修楼栋1976栋。

在重点单位和重点区域整改方面，
沈阳市今年确定了9家重点整改单位
和 9 处重点整改区域，涉及供热面积
1368万平方米、热用户16万户，预计9
月30日整改工作全面结束。

为确保供热“不留死角”，今年沈
阳市组织各区、供热企业开展供热工
作“回头看”，集中梳理上一采暖期的
供热诉求情况，有针对性地走访用户
3.4 万户，通过采取庭院管网改造、楼
道立杠改造和用户室内系统冲洗改造
等措施，彻底解决了用户反映的问题。

供热旧管网改造方面，今年沈阳
市计划改造超出使用年限和存在安全
隐患的供热旧管网 50 公里，目前，已
完成改造 56.5 公里，超额完成改造任
务。同时，今年沈阳市计划淘汰非建
成区具备条件的民用燃煤供热锅炉
10 台，锅炉总吨位 190 吨，联网面积
192万平方米，预计9月30日前完工。

今冬采暖期，沈阳市民用供热煤炭
需求总量为826万吨，目前已签约668
万吨，签约率81%，预计10月底可完成
储煤496万吨，储煤率可达到60%。

为确保今冬明春供热工作万无一
失，下一步，沈阳市将对全市供热准备
情况进行一次拉网式大排查，对“三
修”、储煤不到位、环保设备不达标等
问题，督促相关供暖企业限期整改，并
按相关规定严厉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为最大限度发挥
智慧供热监管平台作用，沈阳市重点
完善了供热指挥调度、运行数据实时
采集、多图层展示和供热诉求精准分
析等主要功能，目前已完成一期建设
的验收工作，正在进行二期系统研发。

沈阳“冬病夏治”保供暖
9月底前完成整改，涉及供热面积1368万平方米

民生·服务 FUWU

本报讯 记者孔爱群报道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规定，进一
步拓宽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渠
道，日前，省科技厅下发了《关于
做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
出要在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基金等）的单位中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全年力争吸纳高校
毕业生4000人以上。

科研助理是科研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科研助理岗位指从
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
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
理 和 财 务 助 理 等 工 作 的 岗 位 。
近年来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
划项目或创新平台的辽宁省域
内企事业单位是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的实施主体,原则上每个项
目或创新平台均要根据科研任
务实际需求,设置短期阶段性或
长期的科研助理岗位。

《通知》提出科研助理岗位设

置原则。2018-2020 年度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每个项目设置不少
于 3 个科研助理岗位；2019-2020
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每个项目
设置不少于 3 个科研助理岗位；

“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点专项，
每个项目设置不少于 2 个科研助
理岗位；依托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和创新平台，沈阳市、大连市设置
不少于500个科研助理岗位，其他
市及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设置不
少于20个岗位。

对 于 资 金 保 障 政 策 ，《通
知》提出，项目或平台承担单位
可 结 合 自 身 情 况 ，按 规 定 从 科
研项目经费等渠道开支科研助
理的相关经费。在科研项目经
费 中 ，“ 劳 务 费 ”科 目 及 结 余资
金均可按照有关规定用于科研
助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险
补助等支出。同时,鼓励项目承
担单位统筹现有经费渠道，配套
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
长期稳定支持。

今年我省将招4000名科研助理

“我好像是生来就和玉米有解不开
的缘分，这辈子没干别的，也没想过干
别的。”鲁宝良笑着说，“还有几年就退
休了，我的大半生都交给玉米科研了！”
8月23日，丹东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中
心课题主持人鲁宝良和记者说这话时，
流露出的深情和挚爱，令人感动。

位于凤城市的丹东农业科学院曾
被誉为“中国玉米良种的摇篮”，孕育
了众多玉米杂交种和自交系，“丹玉”
良种响遍了全国的田间地头。作为课
题带头人，鲁宝良已经在玉米育种事
业上干了33年。

为了加速玉米育种进程，将育种
周期由一个变为两个，每年10月至次

年 3 月，鲁宝良还要随丹玉种业团队
到海南进行一次异地种植。南来北
往，鲁宝良如候鸟般奔波。

早些年，由于交通不发达，每次出
发去海南的基地都要花将近一周时
间，途中经历火车换乘，跨海轮渡，最
后还要乘坐大巴车才能到达。“现在交
通便利了，条件好多了，上世纪 90 年
代那会儿海南育种基地没有电，我们
用的都是煤油灯。那时的通信也没这
么发达，和家里联系都靠电报。”回忆
起过去，鲁宝良感慨良多。

玉米育种是个周期十分漫长，艰苦
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试验田里经
常出现鼠害、虫害，为了保障育种工作

顺利进行，鲁宝良每时每刻关注着试验
田里的变化。田里昼夜温差大，早上进
试验田时玉米叶片上挂满露水，不一会
儿衣服就被浸透，鲁宝良要忍着关节风
湿痛继续工作……2018年夏天，凤城市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温。7月末至8月
初的那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8℃，鲁宝
良和同事们却依然顶着烈日奔波于田
间地头，最后大半个团队的人中暑了，
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伏里多雨，囤里多米，当前正值北
方玉米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在鲁宝
良看来，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
挑战，稳住粮食安全这个“压舱石”，具
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育种专

家，鲁宝良深深懂得，“只有稳住粮食安
全‘压舱石’，才能稳住百价之基，稳住
百姓的幸福感。”

民以食为天。解决好十几亿人口
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的头等大事。

“当下，我们急需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
玉米品种，适宜机收、耐密、拥有强大的
抗病抗倒抗逆性，这是我接下来的目
标。”面对眼前的严峻考验，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虽然前路困难重重，但鲁宝
良仍然信心满满。“常有人问，做这个行
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跟他们开玩笑
说，为了大地的丰收！”其实，鲁宝良的
话并非玩笑，而是他一生真真切切的梦
想与追求。

为育良种 他扎根黑土地33年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8月24日获悉，9月1日起，大连
市将对所有厨余垃圾实施单独收
集运输，同时作为全国开展垃圾分
类 46 座重点城市之一，今年底将
实现城区范围内全部实施生活垃
圾强制分类，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系统。

据介绍，截至 7 月末，大连市
辖八区46个城区街道全部开展了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509个建成区
的社区有422个建成示范社区，占
比82.91%，7266个公共机构和相关
企业实施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垃
圾分类督导员总数已增至5652人。

大连市要求全力提高分类覆
盖率，重点打通厨余垃圾收运体
系，提高厨余垃圾的回收利用比
例。按照“配齐桶、安排人、组织
运、厨余垃圾是关键”的要求，8月
底前，各区将全面配齐分类收运车

辆，特别是补齐居民厨余垃圾的收
运车辆以及厨余垃圾收运作业方
案的规划设计，包括车辆配置、路
线安排、作业模式、收运时间安排
等。9 月 1 日起，所有厨余垃圾桶
内的垃圾实施单独收集运输，并单
独计入厨余垃圾清运处置量。

同时，大连市健全可回收物回
收统计系统，要求应统计尽统计。
以街道为单位，将辖区回收站点纳
入信息收集源，扩大可回收物数据
渠道，完善月度上报统计制度，争
取辖区可回收物应统计尽统计，以
提高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率，年底
要实现35%的总目标。此外，还将
加快厨余垃圾集中处置设施建设，
尽快补齐终端处置短板。包括加
快餐厨垃圾独立建厂项目的建设、
加快推进100吨购买服务项目，确
保 10 月末 100 吨处理能力投入运
行等。

9月1日起
大连所有厨余垃圾单独收集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