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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丹东市各地降雨量普
遍增多，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
流天气，局地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系
数升高。为迎战强降雨，6月26日，
丹东市以练为战，组织消防救援人
员开展抗洪抢险救援拉动演练，切
实增强消防救援人员抗洪抢险应急
救援能力，有效应对突发事故。

当日，丹东市消防救援支队严
密组织，协同配合10辆车、4艘舟艇、
30名救援人员，组成抗洪抢险和城
市排涝两支分队，赶往东港市铁甲
水库进行“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分
别进行了无人机侦察抛投、舟艇编
队行驶、活饵救援、扇形搜寻、岸际
救援等实战科目，并对集结车辆、器
材装备进行抽查操作测试，检验装
备器材维护保养情况。

此次演练由人机结合共同抢
险，充分展现了丹东市消防救援队
伍的速度与力量。演练现场结合实
际优化抗洪抢险救援力量编成，确
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反
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开
展救援。
赵福来 本报记者 王卢莎 摄

应急演练
以练为战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时
值盛夏，鲜花盛开，一些职业养蜂
户在锦州市道路两旁搭帐篷摆蜂
箱，放养蜜蜂酿蜜售卖，蜜蜂四下
乱飞，影响到市民出行安全。为
此，锦州市开展了清理占道养蜂行
动，截至目前，16个养蜂户已经全
部搬离。

蜂蜜虽美味，可蜂群乱舞，过往
行人纷纷躲避，引发多起蜜蜂蜇伤
行人的投诉。为此锦州市执法人员
对城区内及城乡接合部养蜂户进行
了排查，发现渤海大道、南广路、锦

娘路、东联路、凌西大街等城乡接合
部主干路两侧有16个养蜂户，每户
均搭起帐篷，蜂箱及用具随意摆放，
既影响机动车和行人安全，又破坏绿
化苗木，影响城市环境。

锦州市执法人员积极向养蜂
户讲解政策，告知养蜂户在道路
两侧私搭帐篷占道养蜂的行为，
不仅破坏了城市形象和绿化，而
且影响了市民出行安全，蜜蜂蜇
伤行人，养蜂户自己还要进行赔
偿。在执法人员耐心细致劝说
下，16个养蜂户已全部搬离。

锦州清理占道养蜂户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许刚报道 一
件件悬挂在墙上的厨具如等待检阅
的战士，整齐列队站立，“菜勺队”

“工具排”“尖刀连”一字排开；分别
清洗水产、家禽、蔬菜、肉类的水池
标明各类食材的浸泡和清洗时间；
盛放不同菜品的盘子、大厨们各自
使用的毛巾、水壶都有自己的专属
位置，整个厨房看起来整洁有序。

很难想象，以前“闲人免进”的
厨房重地，现在变成了“欢迎参观”的
体验区。这是6月26日记者在辽阳
一家大型餐饮企业可供顾客参观的
厨房见到的场景。据辽阳市商务局
餐饮服务科科长许力介绍，在省商务
厅2022年度辽宁省5A级绿色餐厅
评定工作中，这家饭店以先进的“4D
厨房”管理模式得分居首，而辽阳市
更是在整体评比中成绩名列前茅。

据介绍，近年来，辽阳市大力

推行绿色餐饮管理，把绿色环保作
为餐饮发展的方向，建立健全餐饮
业节能、节约发展模式，提供放心、
健康的餐饮服务，倡导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

以“4D厨房”管理模式为代表，
也称为“四个到位”管理体系，即整理
到位、责任到位、培训到位、执行到
位。现代化餐饮行业管理制度覆盖
到每个角落，不仅最大程度让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得到保
证，更是提高了效率、节约了能耗。

与此同时，辽阳市还大力倡导
在餐桌上摆放“节约粮食不剩饭不
剩菜”“卫生用餐使用公勺公筷”等
内容的告示牌，点餐时根据人数合
理提示顾客适量点餐，有剩余餐食
主动提醒顾客打包带走。文明用
餐，健康饮食，成为辽阳市餐饮行
业的新标准。

辽宁绿色餐厅评选
辽阳“4D厨房”出彩

穿越泥潭、攀爬障碍物、勇渡
水路、拉弓射箭……一次充满大自
然气息的越野体育赛事在沈阳举
行。6 月 26 日，青少年 DS 自然探
索挑战赛沈阳站在沈阳国家森林
公园火热开赛。比赛是以青少年
户外生存技能为主的经典赛事，赛

道单圈长 2.5 公里，选手们在比赛
中挑战 20 余个技能与体能障碍。
在场边家长的加油助威声中，选手
们接连翻越探索之门，最终冲过终
点，体验征服大自然、挑战自我的
乐趣。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桐报道 骑
电单车出行需佩戴安全头盔，但共享
电单车头盔却容易丢失，最终影响市
民骑行安全，这样的困局如何破解？
好消息来了！配备“智能安全头盔”的
新型电单车亮相沈阳街头，今后扫码
解锁戴上“智能头盔”后，才能骑行电
单车。

据了解，为持续推进“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有效遏制涉电动自行
车交通违法与交通事故，沈阳交警开
展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
盔专项劝导行动。然而，目前沈阳路
面上的共享电单车基本配备了头盔，
但是绝大多数头盔由线缆连接，使用
不便，还很容易被破坏，丢失情况较为
严重。

6 月 28 日，在沈阳市沈河区三经
街路旁，一排排绿色共享电单车整齐
停放在停车区内，一顶顶灰色的安全
头盔摆放在车筐内的头盔基座上。记
者通过手机 APP扫码开启头盔锁，同
时车辆发出“请您佩戴好头盔，安全骑

行”的语音提示，戴上头盔后，车辆才
能正常启动骑行。

青桔共享单车沈阳运营负责人

介绍，“智能头盔取消了线缆，安装
在车篮的卡槽中，既方便用户佩戴，
也避免雨天停放时头盔接雨水的尴

尬 。 智 能 头 盔 与 普 通 头 盔 看 似 无
异，但是头盔内置芯片，与车辆组成
一个小型物联网，通过内部通信可
实时识别用户是否取用头盔，并且
有防盗作用，如果车辆检测到没有
佩戴头盔，就无法启动骑行。这是
智能头盔的最大特点，相当于多了
一重保险。”

对于骑行市民担心的头盔卫生
问题，运营企业将对智能安全头盔
进行定期清洗，尤其是与头部接触
的部分会进行消毒处理，市民可放
心佩戴。

通过强制手段佩戴头盔，是提升
市民骑行安全的方式之一。沈阳市城
乡建设局交通建设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该单车企业在沈阳市场共
投放了配备这种智能头盔的共享电单
车 200 多辆，后期还将投放 1 万辆左
右。如果市民发现单车有没配备头
盔，或是不佩戴头盔也能启动的现象，
希望市民及时向企业反映，企业会做
好后续的改进工作。

沈阳共享电单车配上智能安全头盔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黑土
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日前《中
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审议
通过，为依法保护好黑土地提供了
坚实的法治保障。省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通过国家立法，对黑土地
进行保护有了更明确更高层级的法
律依据。“将黑土地保护纳入法治轨
道是治本之策。”省法院相关负责人
说，黑土地保护法打破了区域、行业
间的限制，有助于形成保护合力。

据《辽 宁 省 黑 土 地 保 护 规 划

（2021—2030 年）》数据显示，辽宁现
有东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约 2766
万亩，其中约 2382 万亩分布在辽河
平 原 区 ，占 全 省 黑 土 耕 地 面 积 的
86%，约 384 万亩分布在东部丘陵山
区，占全省 黑 土 耕 地 面 积 的 14% 。
全省检察机关从辽宁实际出发，将
加强耕地和林地保护作为公益诉讼
的工作重点，结合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为黑土地的涵养和恢复创造有
利条件。

加强黑土地司法保护是保障粮

食安全的重要一环。据介绍，去年
以来，全省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推进黑土区耕
地保护利用，严厉打击非法占用耕
地、非法采矿采砂、非法倾倒废物等
破坏土地资源犯罪行为，准确适用
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制度，综合运
用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责任方
式，加大辽河平原区、东部丘陵山区
黑土地司法保护力度。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需要各方形成

合力。我省法院、检察机关与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市
场监管等行政机关协同联动；法院
强 化 行 政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有 效 衔
接；检察机关加强对地膜、化肥、废
弃物堆场的监管，积极治理农村面
源污染；加强耕地修复和资源枯竭
地区的土地修复，促进耕地保护；积
极探索预防性公益诉讼工作的措施
和办法。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
法力度，推动我省黑土地保护工作
取得更大成效。

我省合力织牢黑土地司法保护网

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6月28
日，记者从大连市民政局获悉，大连市
今年将试点建设首批 5000 张家庭养
老床位，同时推出养老服务普惠发展
新机制，将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拓展
到所有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推动
居家养老服务普惠均衡发展，切实让
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化的
居家养老服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大连市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万
人，约有95%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
因此，大连市出台《2022年家庭养老床
位建设和居家养老服务提升试点方
案》，着力提高居家养老服务品质。内
容包括实施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工
程、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优化提升
工程和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普惠工

程，同时发布政府相关补贴政策。
在实施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试点工

程方面，面向全市城市街道的60周岁
以上失能、部分失能的户籍老年人，试
点建设首批家庭养老床位5000张。以
县（市）区、先导区为主体，引入市场化
机制，公布本地区家庭养老床位建设
和老年用品配置基本清单，组织受理、
审核辖区老年人建床申请。在硬件方
面，根据协议约定为老年人的居家环境
进行智能化、适老化改造。在软件方
面，以各地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依
托，实现“一键呼叫”“在线下单”，将养
老服务机构专业照护服务送入家庭。

在实施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优
化提升工程方面，构建本地区“1+N”
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即每个县

（市）区、先导区无偿提供至少1所面积

不少于600平方米的居家养老综合服
务中心，每个城市街道无偿提供至少1
所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的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站），委托专业养老服务机
构或养老企业运营管理。根据设施规
模和养老需求等状况，因地制宜选择
提供养老顾问咨询、居家养老服务呼
叫受理和服务订单分拨、居家养老服
务人员实训、家庭适老化改造及老年
用品展示以及日间托管、临时托养、生
活照料、助餐助浴、医疗保健、康复护
理、辅具租赁等多样化养老服务。

同时，实施居家养老服务提质增
效普惠工程，专业养老服务机构或养
老企业等选派专业照护人员，根据双
方协议约定的服务项目，定点上门提
供生活照料、康复辅助（保健）、精神慰
藉、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浴、助洁、助

洗、助行、助医、助急等相关服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市在国

内首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普惠发
展新机制。大连市财政给予城市特
困、低保等符合条件的经济困难老年
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一次性定额补贴
每张3000元。同时打破过去政府仅为
经济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
传统做法，在全国首创“政府为建有家
庭养老床位的所有失能、半失能户籍
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新机制，购
买服务范围由经济困难老年人拓展到
所有符合条件的户籍老年人，推动居
家养老服务普惠均衡发展。免费的服
务时长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为每月不
超过 12 小时或 18 小时以及每年不超
过24小时或30小时，费用由市区两级
财政承担。

大连建首批5000张家庭养老床位
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扩至所有符合条件户籍老人

民生·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线缆架设无序、蜘蛛式线网密布
等“空中飞线”问题，既影响城市
形象，又存在安全隐患。连日来，
凤城市有序推进空中线缆专项
整治工作，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凤城市工信局、住建局和相
关社区积极协调三大运营商，按
照“干净、整洁、美观、横平竖直”
的原则，对辖区内“空中飞线”问
题进行集中整治。责任单位联合
社区深入辖区内老旧小区及重点
区域进行实地调研、勘察，分配 4
支专业施工队，采取清理、捋直、
捆绑等多种措施，对“空中飞线”
杂乱、挂落、冗长等问题进行入
地、入管、贴墙、捆扎的精细化专

项整治，原本小区内密密麻麻的
“蜘蛛网”通过分类有序的集中专
项整治变得整洁美观。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微信
群宣传等方式，提醒群众“空中飞
线”存在的安全隐患，提高居民安
全防护意识和文明责任意识，从
根本上减少“空中飞线”的后续再
生问题。

整治“飞线”行动在有效预防
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为居民创
建良好居住环境的同时，更保证
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
居民的广泛支持。据了解，截至
目前，全市已完成 22 个小区、87
栋楼的楼外及 32 处跨街线缆集
中整治工作。

凤城市持续推进“飞线”整治
还老旧小区“无线美”

做小勇士 挑战自我

6月28日，沈阳市共享电单车开始配备新型智能安全头盔。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摄

夏日，走进开原市城东镇城东
村，村路街道干净整洁，房前屋后
井井有条，在广场休闲娱乐的村民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小村里到
处都展现着生机勃发的新气象。

“有垃圾，不乱倒，垃圾分类最
重要”“庭院美，环境好，房前屋后
种花草”……最新制定的村规民约
随处可见，时刻提醒着村民爱护环
境、践行文明。

城东村是城东镇的中心村，是
镇里的形象代表，村屯环境建设一
直走在前列。今年在全镇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城东村再次先行一
步，重新修订村规民约，把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纳入其中，每一位村民
都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感。

“咱村现在环境可好了，大家
不乱扔垃圾，十分爱护环境，邻里
间也都十分和谐。”村民刘晓焕每
天都要把自家院落和院前街道打
扫一遍，时间花的不多，却让家边
的环境都好了起来。

今年，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
境，全面擦亮乡村振兴的靓丽底
色，城东镇把村规民约作为文明乡
村评比的有力抓手，通过不断完善
各村村规民约，引导农民群众践行
移风易俗，更改陈规陋习，投身环
境整治中。

村规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村容村貌在悄然变化。如今，城东镇
12个行政村，村村呈现出“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气象。

村规民约“约”出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王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