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曹文娟 视觉设计：隋文锋 检校：孙 广 李世同社会
SHEHUI

10

今日
评

PINGLUN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根
据全市45个城区街道垃圾分类月
度考核成绩，排名前两位的街道负
责人作经验交流。11月17日，在大
连市召开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大会
上，首次公布了月度考核成绩。

今年 10 月起，大连市每月对
45个城区街道进行月度考核和排
名。排名靠前的街道将在推进大
会上做经验介绍，名次垫底的则要
表态发言，查找不足，迎头赶上。

第一期公布的10月份大连市城区
45 个街道考核成绩表显示，第一
名综合得分 92.80 分，最后一名
62.21分。

据介绍，随着《大连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将于12月1日起
施行，大连市结合全市垃圾分类工
作推进的实际，将动态调整考核标
准，同时，在持续对城区街道开展
考核的基础上，适时扩大考核范
围，将全市12个区全部纳入考核。

公布月考成绩
大连推进垃圾分类较真儿碰硬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家住铁岭市银州区惠安社区的张
大娘今年 67 岁了，因患疾病行动
不便。前段时间，张大娘二代居民
身份证遗失，老人无法去医院看
病、领低保金。11月5日，社区民
警带着照相机等设备，亲自登门，
为老人现场办理了身份证。

铁岭市公安局铁西分局社区民
警在走访中发现，有许多老年居民

因行动不便迟迟未补领、换领二代居
民身份证，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铁
西公安分局决定，把惠安警务室作
为试点，将身份证办理权限下放至
警务室，并建立了为老弱病残等特
殊困难群体提供上门服务制度。

据了解，通过试点，铁西公安分
局将持续完善警务室办理身份证流
程，争取明年在辖区内全面推广这一
做法，真正实现警务便民服务目标。

铁岭特殊群体
在家门口就能办身份证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11
月 18 日，沈阳市正式发文推广使
用电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可采用电子形式订
立劳动合同。

据了解，电子劳动合同内容与
纸质劳动合同相同。但纸质合同
签署时间长，并包含人员往返、快
递邮寄及存储等成本。电子劳动
合同则便民利企、节约成本、提高

效率，有利于优化用工管理。
沈阳市将推进电子劳动合同

在政务服务事项中的全面应用。
在办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政
务服务事项时，相关机构和部门不
得以电子形式不属于书面合同为
由，否认电子劳动合同的法律效
力。同时，推进电子劳动合同在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社会保险稽核、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中的应用。

沈阳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

锦州市张先生：我父亲患有重病
卧床需要照料，家里离不开人。我和
媳妇除了种地，就在附近打打零工，家
庭收入一般，老人看病、两个孩子上
学，压力大。我想申请低保，问问我家
这种情况符合条件吗，如何申请？

省民政厅：从今年7月1日开始，
我省执行新的低保标准，锦州市的农
村低保标准为5352元/年。申办低保，

低收入家庭一般按个人申请、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社区（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调查核实家庭经济状
况、县民政部门确认等程序执行。

为确保精准救助，《辽宁省最低生
活保障、低收入家庭对象认定办法》明
确，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政府规定
条件的家庭中的重病患者、重残人员
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人员，可以单独申请低保，也就是

“单人保”，其中，重病患者申请“单人
保”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应
在5倍的低保标准以内、重残人员申请

“单人保”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
入应在3倍的低保标准以内，申请“单
人保”人员的个人收入扣除赡养费、抚
（扶）养费后应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具
体由各市确定。对“单人保”人员可视
家庭收入情况分档确定低保金，共同
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低保标准

但低于两倍左右的低保标准，可按照
当地低保标准全额救助；共同生活家
庭成员人均收入高于两倍以上的低保
标准，可按当地低保标准的50%救助。

重病患者是指相关部门认定的重
大疾病人员、民政部门根据病种和医
疗费用额度综合界定的重病人员，具
体由各市确定；重残人员是指残联部
门确定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
级智力、精神残疾人。

重病重残人员可申请低保“单人保”
本报记者 关艳玲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未来两
年，全省百姓买到一处“绿色”的房子
将是件大概率的事。11月18日，记者
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我省已经
启动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到2022年城
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70%。
同时，推动既有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
筑标准进行改造，住宅健康功能不断
完善，从而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
氛围。

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同
志介绍，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是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

按照国家绿色生活创建总体要求，作
为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的一项重要工
作开展的。其重点任务是：提升绿色
建筑全过程管理水平，包括加强绿色
建筑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营运管
理。各市要制定、实施绿色建筑发展
规划，并将其纳入市、镇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加强绿色建筑施工图审
查，规范绿色建筑施工，强化竣工验
收管理。

绿色生活离不开科技创新和绿色
建材的应用，为此，我省将积极探索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

BIM、CIM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
的应用，推动绿色建造与新技术融合
发展；加强对绿色建筑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制
定、公布并及时更新绿色建筑推广使
用、限制使用、禁止使用的技术与产
品目录。

同时，我省还将结合清洁取暖、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海绵城市建设、疫情
防控健康住宅相关标准等，推动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节水改造，提高建筑室
内空气质量、温湿度、水质、光线、适老
等健康和安全性能指标。推动居住建

筑新型墙体保温系统、新风系统、直饮
水系统、绿色照明等绿色健康技术应
用，建设一批健康住宅示范项目。

此外，我省还将大力推广装配建
造方式，积极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建设，推动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市
钢结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建立绿色
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制订《绿色住宅
购房人验房指南》，鼓励各地将住宅绿
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主要相关指标纳
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
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明确质量保修责
任和纠纷处理方式。

两年后全省城镇新建筑七成为“绿色”
同时推动既有民用建筑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改造

没有影像资料，就自己当模特摆
拍；没有武器、服装，就自己造。为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辽东学院的
青年画家刘煜哲与丈夫刘同顺合
作，用制造道具的方式，摆拍还原人
物形象，完成组画《从义勇军到东北
抗联》的创作，再现抗联记忆，致敬抗
联英雄。

5 年前，刘煜哲萌生了创作抗联
系列作品的想法。抗联主题作为我国
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组成部
分，是丰富抗联文化的重要形式。如
何将东北抗日历史与艺术创作融为一
体，让观众体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
和时代担当，是刘煜哲始终在探索研

究的课题。
“独幅形式，可能只表现一个历史

事件或事件中的一个场面，而组画形
式，则能将历史的反思详尽地展现出
来。”刘煜哲说。为能详尽地梳理东北
抗联历史，刘煜哲对东北抗联史实陈
列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平顶山惨
案纪念馆、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等多处
纪念场馆进行考察。每到一处，刘煜
哲见到当地老人、导游、解说员都要详
细询问，尽可能多地向他们了解流传
下来的战斗故事。刘煜哲还通过各种
方式收集与东北抗联有关的文史资
料、纪实文学和文艺作品、人物传记，
积累素材。

为避免创作脱离年代、脱离史实，

刘煜哲和同为画家的丈夫刘同顺冥思
苦想，终于琢磨出一个好办法——自己
制造道具：没有影像资料，就自己当模
特摆拍；没有武器、服装，就自己造。

2016年冬天，为还原东北抗联战
士在皑皑雪原上生活、战斗的场景，夫
妻俩买来乌拉鞋、棉帽子、军用水壶等
物件，多次到振安区九连城镇等地的
雪地里拍摄照片。

有的画面是百姓或战士群像，就
一个个先摆造型拍好，再进行后期创
作。没有武器，刘同顺就帮妻子用纸
壳做刀和枪械。

因为只有夫妻二人，他俩一个摆造
型，一个拍照，或潜伏雪坑，或“中枪”卧
倒……

2019年，由刘煜哲创作的20幅组
画作品《从义勇军到东北抗联》被正式
纳入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成果运用作品。组画中，有一幅以“母
亲”为主题的作品：斑驳的砖墙墙面、
母亲苍老的面容、凝重悲哀的神情，复
杂的情绪难以言表。“创作时，我自己
都在无意间叹息、哭泣，画到战士们冲
锋陷阵时，又很受鼓舞，就好像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刘煜哲说。

刘煜哲告诉记者，这次创作抗联
系列组画的经历难能可贵，自己也受
到了抗联精神的洗礼，无论对待历史
还是艺术创作，态度都更慎重认真。
她也希望将宝贵的抗联精神传承下
去，提醒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先烈。

画家夫妇造道具完成抗联组画
本报记者 王卢莎

讲政事 JIANGZHENGSHI

本报讯 11月18日，记者从盘
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盘锦
1200名村（社区）食品安全协管员
让食品安全触角得以进一步延伸。

随着盘锦市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工作的深入，如何做细
日常食品安全监管成了需要解决
的问题。盘锦市动员社会力量，建
立了1200人的食品安全协管员队
伍，实现了全方位、广覆盖的目标。
食品安全协管员的职责主要是建立
相关记录和档案、及时报告相关风

险和违法行为等。
盘锦市定期组织食品安全协

管员进行培训。11 月初，盘锦市
对 400 名食品安全协管员进行了
培训，重点讲解日常巡查、农村集
体聚餐备案、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应
对等。盘锦市市场监督执法人员
在开展食品安全现场检查时，食品
安全协管员协同执法人员一同进
行检查，采取现场培训指导的方式
提高食品安全协管员的工作能力。

张 扬 本报记者 刘永安

盘锦食品安全协管员基层全覆盖

民生·服务

日前，《沈阳市
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
法》正式发布，沈阳市
从管理体制、同步规
划、信息普查等方面

入手，为地下管线管理“立规矩”，解
决“马路拉链”源头问题，值得叫好！

出现“马路拉链”，大多是供水、
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等部门
各自为战造成的。出行不便、停水
停电……“马路拉链”不仅浪费资
源，也影响了城市品质。

表面上看，马路“开膛破肚”是
因为规划建设时缺乏系统性和前瞻
性。但从更深层次考量，则是由于

“政出多门”，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信
息不准确、不全面等因素造成的。

相关数据表明，2005年以来，沈
阳市开展了两次地下管线普查，虽已
掌握市政道路下管线约2.1万公里的
详细信息，但仍有管线遗漏。而随着
城市快速发展，地下管线的数量和规
模仍在不断扩大，构成状况越发复杂，
新旧地下综合管线矛盾日渐凸显，亟

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沈阳此次正
是从根源入手，填补了城市地下管
线管理工作法规体系的空白。明确
综合管理部门责任，统筹协调有关
部门，形成新的管理机制；应实行规
划统筹，综合规划与城市地下空间、
道路交通等专业规划相衔接；建立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确保城市地下
管线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并进一
步确保决策的准确性。

城市地下管线是保障城市运
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既
要确保其正常建设运转，又要充分
考虑群众的利益。相关部门要树
立一盘棋思想，压实责任，协调联
动，加强对信息即时交换、共建共
享、动态更新，严肃问责机制，加大
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
法给予处罚。

只有优化机制、源头管理、规划
先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马路拉链”
问题。只有管理进入制度化、规范
化、科学化的良性轨道，马路才不会
再开开合合，群众才会竖起大拇指。

治理“马路拉链”
要共下一盘棋
陶 阳

为让广大市民近距离了解非遗，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丹东市振兴区站
前街道党工委在七经街商业街里增设
非遗文化传承馆。非遗传承人定期在
这里进行非遗表演、展示，宣传丹东特
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丹东本地手艺人
的工匠精神。

让古老的非遗文化融入市民生
活，非遗文化传承馆也成了市民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非遗融入
百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