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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立山区凉亭山脚下的山沟深处，藏着一
个“生态健身房”，这里的健身设施基本上是健身爱
好者们用树木、石头和废弃的汽车零部件自己制作
而成的。据了解，这个山林生态健身房早在20年前
就被人们搭建起来，从此以后，许多人就开始来此健
身。现在的生态健身房已颇具规模，有杠铃、哑铃、
石锁、吊环等各种健身器材，一点也不比室内的健身
房差。图为健身爱好者们一边锻炼一边呼吸着山
间清新的空气，达到很好的有氧健身效果。

本报特约记者 李经川 摄

山林中的生态健身房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桐报道 近
日，记者从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为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助企
纾困力度，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
缴存人共同渡过难关，决定对部分政
策执行期限予以延长，并增加“无房职
工租房提取额度”惠民举措。

继续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按规
定申请缓缴、降低缴存比例，对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可降低住房公
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5%；生产经营困

难企业，可缓缴住房公积金或降低住
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至3%；企业申
请缓缴和降比实行承诺制。降低缴存
比例最低至3%的政策执行期至2022年
12月31日结束。生产经营困难企业认
定标准按照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四部门下发的《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
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

（辽住建〔2016〕58号）执行，即企业连续
一年以上（含一年）亏损，职工月收入低
于上一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50%。

延长阶段性支持政策执行期限，
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按规定申请缓
缴住房公积金的，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12月的公积金缴存时间连续计算，
不影响该企业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对受疫情影响造成失业或收入明
显下降，且不能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缴存人，可向公积金中心提出
申请，经核查认定，对 2022 年 3 月 23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的逾期还
款，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

送征信部门。
同时，提高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

额度，对受疫情影响的租房职工，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职
工家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额度由原
来的1400元/月提高至1600元/月。

此外，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还将简化办理环节，持续提升服务能
力，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办理缓缴或
降低缴存比例，采取“承诺即办、全程
网办”模式，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

沈阳出台阶段性支持政策

加大住房公积金助企纾困力度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为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潜力
和市场活力，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鞍山市创新文化惠民
方式，日前启动实施了鞍山文化惠
民卡项目，即发放1万张文化惠民
卡，市民支付60元，即可享受价值
600元的文化惠民服务。

鞍山文化惠民卡采用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民众受益的方式，把
全市最优质的文化资源整合起来，
旨在通过财政补贴、企业支持的形
式，为广大市民观赏演出、观看电
影和购买图书等文化消费提供优
惠，实现精准文化惠民，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让广大市民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鞍山文化惠民卡
面向鞍山市民及在鞍山注册并使
用“易鞍码”的域外来鞍学习、工作
人员，活动期间通过“易鞍码”平台
服务功能，实名制在线申购。

鞍山文化惠民卡为电子消费
结算卡，每张面值 600 元，包括 10
张通用电影票，价值300元；2张鞍
山大剧院 50 元代金劵，价值 100
元；2张鞍山艺术剧院小剧场甲类
票，价值 100 元；4 张图书代金劵

（30 元、20 元面值各 2 张），价值
100 元。消费者申购成功后可在
政府指定合作单位使用。

鞍山推出1万张文化惠民卡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6月11日，大连市文化馆一楼的非遗
展示中心里，各种具有浓郁民族风格
的传统技艺将这里装点得格外热
闹。15个非遗项目的传承者用自己
的技艺和产品，讲述着非遗文化和大
连故事。这场以“连接现代生活 绽
放迷人光彩”为主旨的非遗“云”购物
节，拉开了为期一周的大连市第17
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的
帷幕。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7场
活动让非遗宣传绽放迷人光彩。

活动现场，一项项技艺，一件
件产品，或夺人眼球，或连接生活：
邢岩的“辽南炻器”，将黑黑的大连
青泥捏成各种器物，烧制后居然有
着与宜兴紫砂相似的色彩和质感；
孙严心接手的锻铜立雕民间传统
手工技艺以铜雕物，栩栩如生，父

传女的故事诉说着一份坚守；李伟
潜心探索的普兰店秸秆（木棍）手
工技艺，做车模以假乱真，做庭院
小景令人神往；董晓亮主理的玻璃
吹制传统手工技艺，来源于沙子，
成型于五彩斑斓的器皿，化腐朽为
神奇；崔岩开发的金州五谷画，用
各种作物的豆子粘贴出趣味盎然又
乡土气十足的画面，表现了辽南人
的匠心独运……

经过十余年的挖掘和整理，大
连至今已拥有市级以上非遗保护
项目 192 个，其中国家级项目 7 项

（复州皮影戏和庄河剪纸已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省级项目 26 项、市级项
目159项，建立传承和保护基地52
个，对流传、产生于大连的传统技
艺给予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大连市拥有
192个市级以上非遗保护项目

本报讯 6月14日，铁岭市公
安局召开全市公安机关夏季社会
治安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电视
电话会议，对专项行动进行部署。
从即日起至8月中旬，铁岭将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夏季
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
点包括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意
伤害、侮辱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揽工程、强
迫交易、非法采砂等违法犯罪行
为，聚众赌博、组织容留卖淫、吸毒
贩毒、“两抢一盗”、电信诈骗、养老
诈骗、校园欺凌等违法犯罪行为。

为此，铁岭市公安机关将进一
步强化重点部位防控、巡逻防控，
同时根据不同时段人员聚集情况，
部署三分钟处置圈警力。白天以
商场、广场、市场等人群聚集区域
为重点，夜间以烧烤店、饭店、歌厅
等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域为重
点，全面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群
众安全感；将110处警车部署在治
安复杂地段，提升快速反应和应急
处置能力，及时妥善处置各类警
情。专项行动期间，还设置了两部
举报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电话，实
行每天24小时受理。

王 戈 本报记者 狄文君

铁岭启动
夏季社会治安整治专项行动

“800平方米场地，两个篮球场面
积大小，虽说做一个农贸市场紧紧巴
巴，但却帮助解决我们这片居民‘菜篮
子’的大问题。”6月13日上午，在辽阳
市胜利路和六一街交接处，白塔区文
圣街道六一社区书记孙丽敏指着六一
街北侧规划一新、整齐排列着一个个
摊位的小型农贸市场告诉记者，找到
这800平方米场地实属不易。

六一街位于辽阳火车站和长途汽
车客运站站前东南侧，地段寸土寸
金。过去这附近没有农贸市场，周边
2 万多居民买菜得到西菜市去，来回
道远、时间长，很不便利。久而久之，

在六一街两侧自发形成了马路市场。
马路市场的形成方便了居民，但出现
了摊贩挤占非机动车道和环境脏乱差
等一系列问题，要求取缔的呼声一直
很高。

“我们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力解
决，但这片确实需要有一个农贸市场。
居民要生活，业户要生存，‘菜篮子’要保
护。所以，我们没搞‘一刀切’，而是采
取市场分流（引进生鲜超市）和住街监
管的方式加强管理。”白塔区城管综合
执法大队副队长王涛说，“解决马路市
场的最好方法是‘退路进场’，给业户摊
位找一处‘容身之地’。”

可是在六一街附近，找不到一块
能建农贸市场的场地。白塔区政府一
直在努力寻找。辽阳市站前大型人防
公交枢纽项目建设方案调整，让白塔
区抓到了机遇。按最初设计方案，将
在六一街北侧动迁出800平方米空地
作为东出站口；后来方案重新调整，出
站口由东改为铁路西出口，于是六一
街北侧动迁后的这800平方米空地腾
了出来。

白塔区委、区政府决定：腾出来
的这 800 平方米空地不作任何商用，
也不对外拍卖，就留给市民，做农贸
市场，保障市民“菜篮子”！4 月底，

白塔区领导专程来到六一街，宣讲
“退路进场”方案，征求业户和居民意
见，获得业户和居民的一致支持。5
月初，马路市场取缔迁移工作正式启
动。仅一周时间，所有摊位顺利拆
除，32家业户高高兴兴地搬进新的经
营场地。

在六一街马路市场上卖手抓饼已
有十多年的李广波，是最先搬进新农贸
市场的。在李广波摊位前，不时有居民
前来购买手抓饼。李广波笑呵呵地告
诉记者：“有了固定的经营场所，就定下
了心。来的都是老顾客，收入一点儿不
受影响，一上午卖出100多元。”

留住800平方米空地建农贸市场,保障居民“菜篮子”——

一次居民满意业户满意的“退路进场”
本报记者 郑有胜

6月9日一大早，家住大连市中
山区的视障者王晓军如往常一样，
独自与导盲犬“豆豆”一起出门了。
她要去距家1公里外的大连市植物
园爬山、散步，然后再到植物园附近
的早市买些菜带回家。

走人行道，躲过灯杆等障碍物，
再通过斑马线……王晓军的行走速
度一点儿也不比常人慢。当花香袭
来，鸟鸣在耳时，王晓军知道——植
物园已经到了。

今年66岁的王晓军，19岁时因地
震导致全盲。2009年，她从中国导盲
犬大连培训基地成功申领了一只导盲
犬。经过培训、磨合，与导盲犬的配合
形成默契后，她的活动范围不再受
限，精神状态也焕然一新。“导盲犬不
仅是我的眼睛，还是可信赖的精神伙
伴，现在去哪里都不害怕。有了它，
我的世界变大了！”王晓军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4 月 27
日，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共培
训出导盲犬 279 只，已免费交付给
全国26个省市的视障人士使用。

为全国视障人士公益性交付

虽然目前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
基地培训出一只合格的导盲犬，整
体费用需要约20万元，但王晓军等
视障人士申领时，无须支付任何费
用，这完全得益于其公益性。

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经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批准，于 2006 年 5
月 15 日由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和
大连医科大学共同组建，是非营利
性导盲犬培育机构；同时也是中国
大陆地区首家导盲犬培训基地，是
唯一一家面向全国视力残障人士提
供导盲犬的培训基地。

申领者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即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单纯眼部疾病
导致的视力残疾，视力残疾等级认证
为一级或二级，能出具当地残联证
明；年龄在18岁至55周岁之间，身体
健康，有自理能力，有固定的出行路
线和作息时间；能独立饲养和管理导
盲犬；有自行负担养护导盲犬日常费
用的经济能力；能够有4周至6周的
时间一起完成共同训练；家人都赞同
使用导盲犬，无动物皮毛过敏史。

不过，相比申领的低门槛，培养
出合格的导盲犬却成本高昂。导盲犬
是运用犬行为学原理培育的，专门为
视力残障人士提供保障安全性向导服
务的工作犬。与警犬等其他工作犬不
同，导盲犬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服从
能力、综合判别能力、抗干扰能力、高
度集中的注意力，还需要有良好的稳
定性情和良好的移交性，因此培育导
盲犬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犬种必须符合一定条件：
生理上，要体型适中，健康状况良好；
心理上，需个性稳定，喜欢与人相处，
意愿性好，学习能力强。目前国内多
选择拉布拉多巡回猎犬和黄金巡回
猎犬，一方面它们都是高智商犬种，
适应力强、友善、工作意愿高，培训成
功率最高；另一方面其站立时高度正
好位于人膝盖附近的位置，能够让使
用者很好地感受到犬只体位的变化，
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

其次，训练时间长，需一年半左
右。不仅如此，平均每只导盲犬的
培训成本约 20 万元，要经过 5 轮的
筛选和淘汰，成功率只在45%左右。

经过多年科研探索，目前大连基
地在导盲犬繁育、培训、应用等方面
已达到国际水平。基地负责人、大连
医科大学教授王靖宇介绍，导盲犬培
训专业性强、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成
本高，但基地作为公益机构，“为视障
人士找回‘第二双眼睛’”的宗旨始终
不变，培训出的导盲犬全部免费交付
全国视障人士使用。

导盲犬畅行之路尚任重道远

“豆豆”是王晓军申领的第二只
导盲犬，第一只叫“贝贝”的导盲犬
已经在 2018 年退役了。作为大连
市首批导盲犬的使用者，王晓军说，
她亲历了导盲犬被大众逐渐认知、
社会逐步接纳的全过程，也见证了
城市无障碍建设水平的提升。

不过，虽然现在带着导盲犬乘
公交、地铁、飞机出行，去银行办事、
到商超购物已基本无障碍，但使用
者王晓军和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
地负责人王靖宇教授都认为，导盲
犬畅行之路尚任重道远。

低产量与高需求的矛盾仍很突
出。按照国际导盲犬联盟的标准，
一个国家 1%以上的视障者使用上
导盲犬时，才能被认为实现导盲犬
普及。目前我国的导盲犬数量不足
300 只，远远低于视力残障人口。
因此培育、推广任务艰巨。

资金、人才等因素限制导盲犬
培训进程。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
地是公益机构，目前资金来源主要

包括大连市财政补贴和一些社会团
体、个人的捐赠。以交付视障人士
使用的导盲犬数量为标准，大连市
财政为每只导盲犬提供6万元训练
补助，可以解决基地运营部分资金
问题，其余部分则要依靠社会捐助
等，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直接影响导
盲犬培训数量。以大连基地为例，
目前拥有国际认证训导员12人，训
导师5人，科研人员12人，导盲犬训
导员、指导师仍属于稀缺人才。在
大连基地，成为导盲犬训导师需实
习 1年以上、从业 3年以上，导盲犬
指导师则需从业5年以上。而现实
情况是，他们工作环境复杂，强度
大、要求高，且没有正常的周末和节
假日。人才的流动性会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导盲犬训练的连续性，决定
每年导盲犬培训成功的数量。

此外，部分公众对导盲犬认知
仍有限，把它视为普通宠物犬，对其
做出围观、喂食、抚摸、呼唤等行为，
干扰导盲犬正常工作状态，增加视
障者行动的危险性。

尽管仍面临诸多困难，但王靖
宇依然充满信心，“除了繁育、训导
工作，我们正积极通过举办开放日、
见面会等多种形式推广、普及导盲
犬，让社会各界都关注、支持导盲犬
事业，关爱视障者。”

王靖宇说，导盲犬是国际公认
的改善视障者生活状况的有效手
段，是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和
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通过设立专
项资金、完善细化无障碍相关法律
法规等，共同推进导盲犬这项公益
事业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中国导盲犬大连基地已免费向全国26个省市交付279只导盲犬

为视障人士找回“第二双眼睛”
本报记者 吕 丽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近日，丹东市振兴区采购 2009 份
米面油奶等爱心物资，通过各街道

（镇）陆续分发到独居、空巢、留守
等需特殊关爱的老人手里，让特殊
群体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自4月末疫情发生以来，振兴
区各街道（镇）第一时间开展独居
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老人、
受疫情阻隔等原因单独居住的老
人、家人被隔离收治无人照料的老
人、暂时无人照料的留守（空巢）老
人等特殊群体信息排查，掌握他们
日常需求、物资储备、健康状况等
情况。目前，60个社区、22个村建
立动态调整关爱服务台账 2009
人，其中独居老人1394人、空巢老
人593人、留守老人22人。

各街道（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网格员、
志愿者、亲朋邻里等方面力量，以小
区（村民组）为基本单元，建立小区

（村民组）—社区（村）—街道（镇）—
区四级关爱服务体系，实行区级领导
带头，区直部门、街道（镇）、社区

（村）、网格员四级包保责任制。同
时，由街道（镇）牵头，明确具体帮扶
责任人，形成“一帮一”“多帮一”机
制。网格员每天至少一次走访探视
或两次电话问询，根据实际需求提供
帮扶，确保特殊老人日常有人监护、
生活有人照顾、生病有人看护。对有
特殊就医需求的老人，各社区协助转
至医疗部门救治；对患有慢性病的老
人，对接药品配送保供单位，主动送
药上门；对患有重症疾病无人照料的
低保老人，区民政局指导各街道（镇）
通过先行救助、后补手续等措施，使
用临时救助备用金支付相关费用。

“一帮一”“多帮一”
丹东为独居、留守老人送温暖

6月12日，沈阳玖伍文化城利
用学生周末休息时间，组织开展“纸
上乾坤”古法造纸体验。活动邀请
传统文化老师带领小朋友们探寻中
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

术的起源与发展。学生现场体验一
张纸是如何制作的，在亲身体验中
触摸历史温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感受华夏文明的绚烂与辉煌。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体验古法造纸 感受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