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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7时，来自大连外国语
大学的172名学生在大连机场统一登
上长龙航空GJ8501大连飞至兰州的

包机航班。这是大连机场助力“温暖
学子回家路”的首架包机。

这次的爱心包机，是大连机场助

力在连高校学生寒假返乡的暖心举
措。大连机场前期对接高校，了解学
生返乡需求，协调各航空公司运力，加

密了至北京、西安等城市航班。1月15
日至17日，大连共增加航班190架次。

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温暖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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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人
最隆重最走心的节
日，回家过年是中华
民族最具仪式感的
习俗文化。每到年

根儿，在外打拼的人们早早地置办
起大包小裹，准备踏上归家的路；
家里的亲人也囤起各种年货，满心
欢喜地迎接家人的归来。

然而，2021 年的春节，很多人
将原地过年。

日前，辽宁发出倡议，建议“少
出行不离辽”，希望广大群众尽量
留在现工作地、居住地过年。这是
辽宁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
出台的一项举措，在全国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成
为阻断疫情的重要一环。

与家人团聚，是每个奔波在外
的人心底最温柔的愿望，但在当下
这个特殊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无疑是造成疫情扩散的最大隐患。

可以说，原地过年的倡议既是
对家人安全的一份保障，也意味着
对疫情散发的严阵以待。

留下来，就是在为疫情防控作
贡献。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与病毒

的战斗一直在持续，人人都是参与
者，个个都是战斗员。

疫情防控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响应政府号召，暂别小家、顾全
大家，同样是在参与这场战斗，同样
是在为疫情防控尽职尽责。

当然，“留人”过年，就要有“留
人”的诚意。各地“留人”不能仅停
留在口头上，毕竟异地他乡过年会
面临各种生活困难，各部门、各单
位应制定“留人”方案，保证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营造温馨的过节氛
围，解决好人们的后顾之忧。

留下人，也要留住心。福建泉
州、浙江台州等地明确发放新春红
包鼓励性措施，浙江嘉兴秀洲区给
予租房补贴、发放消费券等。这样
人性化、有温度的“留人”政策，能够
让留下来的外乡人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诚意，而这样的诚意才不辜负他
们放弃合家团聚所作出的牺牲。

特殊时期，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原地过年就是对家庭最大的守护。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对原
地过年多一份理解和支持，让人人
都成为一道防线，就一定能够打赢
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原地过年
就是对“家”最大的守护
刘冬梅

本报讯 前不久，盘锦市兴隆
台区居民苗林在派出所工作人员
指导下，仅花了十几分钟，就给刚
出生的宝宝上好户口，同时完成社
保卡申办和医保登记。他也成为
盘锦市首位享受“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联办服务的受益者。

随着新生儿出生，户口登记、医
保参保登记、社保卡办理等事项纷至
沓来。由于这些证件审批分属不同
部门，新生儿父母需要到派出所、社
区、医保局、制卡中心等多部门办理，
这成了他们“甜蜜的负担”。

为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政务服务，从今年起，盘锦市兴
隆台区行政审批局联合区医保中
心、惠宾派出所等相关部门，通过

打通流程“梗阻”，精简办事环节，
率先在盘锦市推行“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一站式服务，实现了“一个窗
口受理、一站式办理”。

据了解，以前为新生儿办这些
事至少跑4次，社区工作人员要往
街道和相关部门跑两次以上，需要
提交多套材料，填写多个表格，审
批时间至少 17 天。实施改革后，
申请人只需要到派出所提交出生
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等材料，
现场填写“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综
合申请表，再由公安机关录入“一
件事”平台，推送给人社、医保等相
关职能部门办理即可，切实解决了
群众办事多处跑、多次跑的烦恼。

杨 瑜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推出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记
者 1 月 18 日获悉，沈阳市持续开
展建筑施工、工业和固定噪声源
治理等多项举措，积极推进四环
外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切实
解决百姓身边环境噪声污染扰民
问题。

沈阳市开展建筑施工、社会生
活固定设备和工业噪声污染专项
整治行动，针对市区采取“白+黑”
执法模式（昼间以工业、社会生活
固定噪声为主，夜间以建筑工地噪
声为主），并不定期开展市、区两级
夜间执法行动，责令噪声扰民的建
筑工地依法进行整改，对噪声污染
扰民的固定噪声源实行限期整改，
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为避免噪声对中高考考生造
成干扰，2020年，沈阳市制定绿色
护考专项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
对全市 59 个高考考点、86 个中考
考点开展学校周边专项整治行
动，为确保行动实效，沈阳市还建
立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噪声
管理网络。

据了解，为不断完善噪声管
理基础工作，沈阳还积极推进四
环外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目
前四环外 7 个县（市）区均已完成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编制。下一
步，沈阳市将进一步强化噪声突
出问题整治及噪声源监管，加强
声环境质量监测，不断完善噪声
监控体系建设。

沈阳多举措解决噪声扰民问题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1
月18日记者获悉，辽阳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山寨”“三无”整治行动于日
前结束，取得明显效果。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主体1928个，检查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农村集市等各类市场
107个，清理证照不全主体306户，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32份，立案19
起，罚没款30.55万元，有力震慑了
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违规行为。

此次为期 3 个月的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山寨”“三无”整治行动，
旨在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建设年“五
大行动”工作要求，切实解决和消
除当前农村食品市场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整治行动中，辽阳市、县两级
市场监管部门细化责任分工，明确
主要领导负责、牵头科室主抓、对
应业务科室指导、市场管理所具体
开展整治检查的工作机制，确保整
治行动有序进行。

检查中，辽阳市市场监管局突
出重点问题，全面清查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营业执照、许可证、登记证
等资质，坚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
黑窝点，严厉打击制售“三无”食
品、侵权“山寨”食品等假冒伪劣食
品行为。

辽阳治理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
日，省医疗保障局下发了《关于调整省
直医保门诊特慢病政策的通知》，新增
4 个门诊特慢病医保支付种类，对部
分门诊特慢病种名称和统筹基金支付
限额进行了调整，并将省直医保门诊
特慢病中月最高支付限额350元调整
为每季度1050元。

新增的门诊特慢病种类中，慢性心
力衰竭治疗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
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050元/季
度，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是在定点医疗机
构门诊治疗该病发生的医疗保险目录

内的药品和诊疗项目。艾滋病抗病毒
药物治疗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标
准为2400元/季度，患者接受治疗的定
点医疗机构要与领取国家免费抗病毒
药品医疗机构为相同医疗机构。类风湿
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不含放射学前期
中轴性脊柱关节炎）和成人中重度斑块
状银屑病患者，适用生物制剂并符合医
保支付范围的门诊药品费用，前6个月
的最高支付限额为1600元/月，6个月以
后减半为800元/月。上述待遇可以与
原有的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和银屑病待遇兼得，原有的银屑病病种

不再分型。省直医保患者一年内只能
选择一家定点医院。

通知还调整了部分门诊特慢病种
名称和统筹基金支付限额，既方便了
参保患者门诊就诊购药，还适当扩大
了医保报销范围。将“恶性肿瘤抗肿
瘤药物治疗”调整为“恶性肿瘤抗肿瘤
治疗”，统筹基金支付限额调整为
4200 元/年；调整“慢性丙型肝炎（一
年内抗病毒治疗）”的统筹基金支付限
额，基因1b型的限额为9000元/人，基
因1b型以外的限额为1.8万元/人；将
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内分泌治疗的支付

限额调整为3000元/季度。
在当前全面持续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大环境下，为落实长处方政策，减
少省直参保患者慢性病门诊开药次
数，省直医保将门诊特慢病中月最高
支付限额350元调整为1050元/季度，
将原Ⅱ类病种全部调整为Ⅰ类病种，
将原Ⅲ类病种调整为Ⅱ类病种。Ⅱ类
病种（原Ⅲ类病种）中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增加支付限额150元/季度。享受
省直高值药品待遇的参保人员，可以
兼得门诊特慢病待遇。本通知从3月
1日起执行。

我省对省直医保门诊特慢病政策进行调整

慢性病最高支付限额为每季度1050元

为保障进口冷链食品安全，沈阳
市严格执行进口冷链食品集中隔离储
存办法，对定点冷库实施铁桶式防控，
确保出入库货品安全。定点冷库如何
防控？货品如何进行消毒、检测？1
月15日，记者对沈阳存储进口冷链食
品一号定点冷库进行了探访。

1月15日6时，气温-20℃。在沈
阳市5家存储进口冷链食品的定点冷
库之一——位于沈阳西部的一号冷
库，进口冷链食品专班监管人员、专队
作业人员已经忙碌起来。

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行政执
法等部门执法人员组成的 20 人专班
两周轮换一次，任务是对定点冷库专
区的出入库，检验检疫、核酸检测、消
毒“三证”进行监督管理，对专队作业
人员集中居住等情况进行现场进驻监

管服务，并实行日报告。
一号冷库库容1.5万吨，沈阳部分

进口冷链食品需在此检验消毒，而附近
东北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沈阳水产
批发市场业务覆盖东北三省和河北、内
蒙古等地。一号冷库的安全至关重要。

7 时 05 分，一辆载有进口冷链食
品的厢式货车驶至冷库隔离区入口
处。记者看到，值守人员仔细查看驾
驶员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行程码并测
温，登记车辆信息，查验货物检验检疫
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证明，确认
无误后予以放行进入待检区。

一号冷库实行“五区四专”，划分
待检区、检测消毒区、缓冲区、隔离区、
仓储区，使用专用通道、专用叉车、专
用站台、专用电梯，对入库进口冷链食
品批批检测、件件消毒，信息追溯。

记者在待检区看到，专业检测机构
工作人员对车厢内外壁进行采样，并对
货物掏箱采样进行核酸检测。专班负责
人赵明告诉记者，“如果送检样品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将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措
施；如果是阴性，将进入入库流程。”

货车从待检区进入检测消毒区，
作业人员对货车外部进行消毒，同时
对每件货物外包装六面进行全面消毒
后，再次装进车厢。整个搬运、消毒过
程用时两个小时左右，作业人员全程
穿戴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

12时，工作人员乘坐专车回到指定
地点就餐。赵明从2020年12月15日开
始，一直驻守在冷库。他说，“作业人员
均已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专班监管人员
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专队作业人员
每三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大家在指定

宿舍内就餐，每个人的餐食都是通过无
接触配送方式提供。专班监管人员、专
队作业人员实施‘两点一线’集中居
住。居住区高频接触部位，如出入通
道门把手、电梯、楼梯等随时消毒。”

13 时，工作人员返岗。19 时，除
两名负责消毒的专业人员对相关区域
进行全面消毒外，其余工作人员离开
作业区，返回指定地点。

据介绍，货物出库时，经专班监管
人员和专库管理人员核验后，冷库管
理方把核酸检测证明和消毒证明加盖
出库专用章提供给驾驶员。

在现场，一家水产公司的负责人何
艳红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的货品入库
出库可以网上预约，效率大幅提升。铁
桶式的防护既是对食品安全的强劲保
障，也是对公司和消费者负责。”

探访沈阳存储进口冷链食品一号定点冷库——

铁桶式防控 把住进口冷链食品安全关
本报记者 陶 阳

每个周六的清晨，丹东二中的音
乐教师孙丽娜都要乘车出发，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宽甸满族自治
县大西岔杨林丸美爱心学校，便马不
停蹄地开始上课。

这样长途奔波的支教生活，孙丽娜
已经坚持了两年多。“我要帮杨林学校
的老师尽快成长起来，等到他们可以更
好地完成音乐教学任务时，我再离开。”
从2018年6月至今，孙丽娜已和这所
学校的师生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2年，丹东二中和杨林学校结对

“手拉手”。此后，每年杨林学校的师生
都会到丹东二中学习，丹东二中也会安
排老师前去支教。2018年6月，孙丽娜
来到杨林学校。临别前，很多孩子哭
了。看着孩子们依依不舍的眼神，孙丽
娜萌生了去杨林学校长期支教的想法。

孙丽娜提出了无偿支教的想法，
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自此，她每周
末都会到杨林学校去上课。在很短的
时间里，她带领这些原来对音律一无
所知的孩子敲开了音乐的大门。

由于杨林学校深处大山，教育资

源薄弱，没有专业的音乐、美术和体育
老师。孙丽娜到杨林学校后，不仅完
善了1至6年级的音乐课，还带领师生
们学钢琴、识谱、学声乐，教会了全校
学生《国家》《感恩的心》手语操……

寒来暑往，孙丽娜在支教这条路上，
辛苦并幸福地忙碌着。她和杨林学校的
师生们同吃同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无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想过放弃。2018
年冬季，杨林学校进行校舍改造，老师们
在车棚里搭起炉灶当厨房，吃饭的地方则
是露天的操场。山里的冬天格外寒冷，孙

丽娜站在冷风中大口地吃饭，因为吃慢了
饭菜就会凉，手也冻得拿不住筷子……

在孙丽娜的指导下，孩子们还组建
了合唱社团、钢琴社团和鼓乐队。2019
年3月，宽甸县举办中小学生合唱大赛，
她带领学生排练的表演小合唱《稻香》
获得了一等奖，并代表宽甸参加丹东市
教育局举办的“歌颂祖国”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艺术展演，荣获一等奖。

孙丽娜的到来，温暖了杨林学校的
学生，让孩子们听到了大山外的声音，
圆了大山里孩子们的音乐梦。

爱心支教让大山里的孩子圆了音乐梦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民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