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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老照片里左边数第二个人就是我！我记
得，那是1962年记者采访我时拍摄的，那台机器
就是当时苏联造的 2A-396 精镗床！”10 月 25
日，当看到记者手里拿着的辽宁日报社历史存
档的、反映半个多世纪前沈阳机床厂生产车间
工作的老照片，87岁的薛景连老人陷入了沉思。

1951 年，薛景连高小毕业来到沈阳机床
厂工作，到今年算起来已整整70个年头了。他
从刨工、铣工干起，一直到高级工程师。薛景连
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机床”，他的儿子、儿媳和一个
女儿也是厂里的职工，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机
床之家”。

那张老照片里说的故事是当时厂里的一台
苏联造精镗床，由于制造方的公差导致机床整
体精密度不达标，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都不合

格，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质量。怎么办？薛景连
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者，他签下

“军令状”：两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
毕竟当时薛景连只是一个从工人成长起

来的工艺员，这个任务对他来讲压力很大。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的周密计算和验证，机
器的毛病找到了，年仅27岁的薛景连修好了这
台“洋机床”。

今年，薛老过生日时，儿子从厂里给他带来
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一台上世纪60年代
沈阳机床厂的主力车床等比例模型。薛老把这
份沉甸甸的礼物拿在手里，左看右看怎么也看不
够，似乎生产车间里车床运转、金属件加工的声音
就回荡在耳畔……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老机床”70年带出“机床之家”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10月25日获悉，大连市妇联、大
连市财政局、大连市医疗保障局、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大连市民政局
近日联合印发《大连市城乡“两癌”
患病低保妇女救助实施办法》，将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救助对象
扩大至城乡低保患病妇女，一次性
给予每人 1 万元救助金，2022 年 1
月1日起正式实施。

女性“两癌”患病率和死亡率
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大连市在
深化实施女性健康工程中，开展了
面向农村贫困妇女“两癌”救助项
目。2017 年，符合救助条件的农
村“两癌”患病贫困妇女给予每人
一次性1万元救助，列入大连市政
府 15 项重点民生工程。截至目
前，大连市共有 1486 名农村“两
癌”患病贫困妇女获得全国、省、市
级救助，其中市级救助772名。

今年，为积极落实优化生育政
策，强化妇女健康安全保障，确保
城乡“两癌”患病低保妇女得到及
时救治，相关部门联合进行深入调
研、多次会商，共同起草了《大连市
城乡“两癌”患病低保妇女救助实
施办法》，将“两癌”救助对象扩大
至城乡低保患病妇女。凡申报时
具有大连市户籍，2021 年以后经
过二级以上医院首次确诊，患有宫
颈癌2B以上或乳腺浸润性癌的城
乡低保妇女将获得每人一次性 1
万元的救助金。

此外，大连市注重从源头扩大
“两癌”防治宣传，举办知识讲座、印
制防治手册，深入乡村、社区、企业、
机关开展“两癌”防治宣传。上半
年，全市各级妇联共举办现场活动
362场，1.3万余名妇女群众现场参
与；通过多媒体推送相关宣传信息
1300余条，阅读覆盖10.8万余人。

大连“两癌”救助惠及城乡患病妇女
一次性给予每人1万元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经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批准通过，日前《本溪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对外公布。
从2022年1月1日起，该条例将用
于指导、规范本溪市民的文明行为，
促进全体市民的文明素质提升。

本溪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将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实施、社会共
建、全民参与，坚持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坚持倡导为主、奖惩并举，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
将与构建“三市四区”相符合，与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相适应，弘扬本溪
精神，增强公民文明意识，提升本
溪文明形象。文明行为促进工作
将实现从市到村的全覆盖。

条例将倡导爱护环境、遵守公
共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文明出行、
文明用餐、文明就医、文明上网、文

明婚丧嫁娶等15种行为。鼓励和
支持见义勇为、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活动、公益活动、拾金不昧及其
他有益于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行
为。将重点治理20多种不文明行
为，包括：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烟
蒂、纸屑等垃圾；在禁止吸烟的场
所（区域）内吸烟；损毁公共绿地、
树木；不文明养犬遛犬；不文明行
车、乘车等交通违法行为；随意摆
摊、噪声扰民、不文明祭祀等。

本溪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办事机构将对全市文明促进
工作进行评估，必要时提出需要重
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清单，并向社
会公布。对于列入重点治理的不
文明行为，市、县（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将建立综合整治工作机制，
采取重点监管、联合执法等方式，
有效遏制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本溪发布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本报讯 10 月 22 日，丹东市
民政局和丹东市慈善总会举行“托
起希望 成就梦想”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助学款发放仪式，22 名被认
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年过
18 周岁在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学
生，即日起可每月领取800多元助
学金，每人每年共计1万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因父母
由于特殊情况，不能提供或无能力
提供养育费的儿童，这些人是困难
群体中最需要帮助的人。为了助力
这部分孩子完成学业，丹东市民政
局携手丹东市慈善总会，率先在全
省通过慈善捐赠解决这一难题，为
完善政府保障政策作出有益尝试。

经丹东市慈善总会与 6 家基
金单位沟通，很快得到他们的积极
响应。丹东市发改委金融发展局、
丹东银行等单位纷纷解囊，共计捐
资45万元，支持学子们完成学业。

记者了解到，从 2019 年 9 月
起，丹东市按照省民政厅《转发民
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
法》规定，每年度为认定孤儿身份，
年满18周岁在普通大中专院校就
读学生，发放1万元助学金。截至
目前，民政部门先后利用中央彩票
公益金，已累计为161名孤儿发放
助学金152万元。

万培刚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真暖心，天气转冷，我们能在这里
歇一歇，喝点热水，很满足啦！”10
月 25 日，辽阳市果品批发市场新
建的一处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一
位刚忙完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正
在这里休息。

截至目前，辽阳市总工会利用
现有社会资源共建的 50 个“户外
驿站”，即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已
全部投入使用。这标志着辽阳为
环卫工人、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人
员、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快递员
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的服务站
点体系初步建成，有效解决他们的
饮水难、歇脚难、热饭难、如厕难等

问题。
此次建成使用的“户外驿站”，

依托辽阳主城区各环卫清洁楼、绿
化站点、果品批发市场、旧货市场
等原有场所共计 50 处，由辽阳市
总工会按照每个站点3000元标准
下拨资金，各站点统一挂牌，由各
站点按实际需求购买相关物品。

在建设过程中，辽阳市总工会
遵循有统一的标识名称、有合理的
站点布局、有健全的服务设施、有
完善的服务功能、有规范的管理制
度、有地图可查的“六有”标准，将
站点建成户外劳动者的歇脚处和
工会宣传政策、服务职工的重要
阵地。

辽阳建成
50个“户外驿站”温暖劳动者

进入有些寒冷的深秋，62岁的果模
匠人姚纯立一大早就出摊儿了。在丹东
市七经街上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姚纯立
的果模摊子已经坚守了20余年。他早已
适应了严寒和酷暑，在摊位前专注地刻
着果模，或者静静地练字。“再去摆（摊
儿）一天吧，你不去，就更没人知道这门
手艺了。”这是老父亲曾经的嘱托，为了
老果模匠人的期望，更为了这门老手
艺，姚纯立要把果模摊子一直摆下去。

年轻人已经对果模十分陌生。“七
夕”传统节日，丹东人有做乞巧果子的习
俗，果模就是制作乞巧果子用的模具，多
由梨木刻成。乞巧果子起源于山东，是
丹东特色面食。出生于1959年的姚纯

立，是目前丹东市唯一的果模匠人。
早些年，每逢“七夕”，家长会把面团

放在模具里卡出形态各异的小面食。烙
熟之后用线将它们串在一起，挂在孩子
的脖子上。小伙伴聚在一起会比谁家的
小果做得最逼真，形态更新奇。

如今，这样的风俗已经渐渐被淡
忘了。偶有路人驻足摊位前，好奇地
摆弄，或询问果模的起源，但鲜有人购
买。姚纯立并不介意，有感兴趣的人
问，他都耐心地回答。“虽然不太好卖，
但有人好奇，有人看，我就已经很满足
了。”作为最后的果模匠人，姚纯立觉
得自己有责任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12 岁那年，在父亲的指导下，姚

纯立第一次拿起了刻刀，从此再没有
放下。在父亲的殷切目光中，姚纯立
日复一日地握着刻刀，守护着这门即
将被人们遗忘的技艺。

只要天气没有影响，他都会推着
三轮车来到街头，将摊位支好，然后静
静雕刻。一天，一位70多岁的美籍华
人来到姚纯立的摊位前，看到图案各
异的果模后，惊呼道：“我终于看到爷
爷奶奶用过的东西了，看到它们就想
起了我的爷爷奶奶！”临走前，他买了
许多果模，并对姚纯立说，一定要将这
门手艺传承下去。

在姚纯立的工作台上，有一个父
亲传下来的工具箱，箱子里放着上百

把不同样式的刻刀，果模就是它们一
点点凿刻出来的。姚纯立说，手工雕
琢的，刀口不一样，呈现的效果也不一
样，“每一个手工雕刻出的模具都饱含
着手艺人的创意和心血，这一点是机
械比不了的。”

一项技艺的传承，不仅是手艺和
其作品的传承，更是中国千百年来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大智慧的传承。这些
价值观与工匠精神，经过了几十年如
一日的浸润而渗入姚纯立的灵魂里。

每次出摊儿，姚纯立都要把果模
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我不在意挣不
挣钱，也从没想过放弃，只想让更多的
人知道果模。”

坚持出摊儿20年 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果模手艺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陵东
街街道更新工程，对道路路面、交通设
施、街道景观绿化、沿街建筑立面等进
行全面改造提升。”10月25日，沈阳市
皇姑区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同时，我
们还充分挖掘历史文脉，将皇姑特色的
北塔、北陵、新乐文化、汉卿体育场等人
文元素，融入陵东街景观提升工程之
中，通过格栅、亮化、雕塑等手法，让市
政建设有了浓浓的文化味儿。”

街道品质如何，关乎一座城市的
颜面。沈阳市今年起实施400公里街
道更新，通过“精细、精致、精彩”的工
程带动城市管理提升与人居环境改
善。除改造提升道路路面等，还包括
雨污水管网增容、水电气暖及通信管

线等配套设施建设、架空线缆入地等
工程，计划在2024年7月前完成。

作为今年9条街道更新示范工程
之一的陵东街，北起金山路，南至崇山
东路，总长约 2.1公里，是连接一环至
二环的重要通道，目前已经以全新面
貌亮相。陵东街街道更新工程提出

“陵东之林，绿廊漫径”的设计理念，融
入了宜居、韧性、绿色、人文和智慧“五
要素”，并通过增加侧分带、添绿成林、
贯通漫径、设施内嵌、文化挖掘等方
法，实现园路一体、城园融合。

道路更新首要目的是要方便百姓
出行。“我们坚持‘两优先、两分离、两
贯通’的以人为本理念，两优先即行人
优先、非机动车优先，两分离即人车分

离、机非分离，两贯通即人行道贯通、
非机动车道贯通。通过新增休闲漫
道、行人通道、非机动车道，全面完善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提升百姓出行感
受。”皇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提升出行体验，皇姑区在陵东
街更新改造中提升绿化品质，以园美
城，增加两侧绿化带中的林下休闲空
间，注重两侧的遮阴和中间的通透。
通过融合生态景观林带、口袋公园、微
景观、综合配套设施进行一体化整体
设计，对道路整体绿化风格、变化韵
律、色彩节奏等方面进行沿线景观绿
化效果提升。同时，通过陵东街沿线
10 千伏高压线入地改造，整合公安、
交通、路灯等标识和设备，实现多杆合

一，营造出开阔舒朗、美观整洁的街区
空间。此外，改造中还注重挖掘历史
特色，将皇姑区的北陵、北塔等文化元
素融入街区景观提升中，在提升街道
品质的同时突显历史文化味道。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处处
长柳熠介绍说：“街道更新工程今年共
实施 9 条道路，涉及 8 个区，总长 21.7
公里，目前已经完成 2条，其余 7条计
划在10月底完成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铺装及部分机动车道洗刨盖被施工。
通过对城市街道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服务品质、生态品质、文
化品质，让街道有温度、有活力、有品
位、有颜值，让市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打
破户籍和地域限制，支持帮助有培训
需求的人员就地就近接受培训，并
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生活费

（含交通费）补贴。近日，省人社厅
转发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关于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
范围 提高使用效能的通知》，进一
步 扩 大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政 策 覆 盖 范
围，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
和就业创业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规定切实

落实好企业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及
易返贫致贫人员职业培训补贴（含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和生活费（含交
通费）补贴政策，打破户籍和地域限
制，支持帮助有培训需求的人员就
地就近接受培训，并按规定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和生活费（含交通费）补
贴。根据就业需求，适当放宽劳动者
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年龄限制，
对确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但尚未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可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补贴
和生活费补贴范围。个体工商户用

工、民办非企业单位用工以及灵活就
业人员，可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补
贴和生活费补贴范围。企业和院校
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实训，可按
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不含获奖
人员奖金、差旅费、交通食宿费、工
杂费等其他费用）。

结合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发展形
成的新就业需求和新就业形态，进一
步健全新职业培训的支持政策。有
条件的地方可安排工作经费，加快新
职业的标准开发、培训包开发、教学
计划制订和教材建设。动态调整培

训项目目录、培训和评价机构目录，
将新职业培训及时纳入职业培训补
贴范围。

通知要求，强化职业培训补贴政
策执行落实。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在
户籍地、常住地、培训地、求职就业地
参加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包括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证、培训合格证书等，按规定给
予职业培训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年可
享受不超过 3 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
一年内不可重复享受。

我省进一步扩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覆盖范围

享补贴不受户籍和地域限制

民生·就业

融入历史元素沈阳市政建设增添文化味儿
计划在2024年7月前完成400公里道路更新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大连市有序推动
15项重点民生工程24个项目落到
实处。截至9月底，10个项目超额
完成前三季度节点目标。

其中，“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累计完成总工程量 70.8%，超额完
成 9 月份设置的累计完成总工程
量 30%的节点目标；“实施供热设
施维修改造”项目完成维修改造
锅炉 118 台、累计完成供热管网
改造 23.4 公里，超额完成 9 月份
设置的累计完成供热管网改造 20
公里的节点目标；“完成主城区 20
万煤气用户置换成天然气”项目
累计完成天然气置换 8.65 万户、
累计新敷设管网 24.03 公里、累计
铸铁管网改造 28.16 公里，超额完

成 9 月份设置的累计置换 8 万户、
累计新敷设管网 20 公里、累计铸
铁管网改造 20 公里的节点目标，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43.2% 、
68.6%、80.5%，预计 12月底按期完
成全年目标。

“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二期工程”预计12月底按期完成
全年目标；“建设东北路（香炉礁车
站）人行过街天桥”项目，截至9月
底，完成全部桩基、梯道扩大基础、
电梯基础和桥墩施工，累计完成工
程量 55%，超额完成 9月份设置的
累计完成工程量20%的节点目标；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项目、“大中修农村公路200公
里”项目、“深入开展文化惠民”项目
等均已超额完成9月份节点目标。

大连民生工程10个项目
超额完成节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