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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回应基层诉求，补齐基层治理短
板，铁岭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乡镇综
合执法改革以来，已向乡镇下放行
政执法事项 361 项，涉及规划、城
管、水利等十余个领域。部门行政
执法权下放基层，有效破解了乡镇

“看得见管不着”、部门“管得着看
不见”等难题。

昌图县宝力镇养猪户较多，曾
出现粪污直排问题。镇综合执法队
通过专项巡查，及时对20余家养猪
户进行环保知识培训和问题整改，
目前养猪户都建起了粪便处理池。
乡镇领导普遍反映，“过去脏乱差问
题我们想管，但说了没人听，制止没
手段。成立乡镇综合执法队有了执
法权，用法说话，腰板硬了、话也灵
了，秸秆焚烧、私搭乱建、违法采砂

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农村面广，许多问题县级执法

部门难以及时发现，执法偏重事后
惩戒，事前教育引导缺失。综合执
法权下放到基层后，“处置问题”开
始向“发现问题”延伸、“事后执法”
向“前端服务”转变。试点过程中，
泉头镇结合实际，推动综合行政执
法进网格，过去“乡镇吹哨、部门报
到”已变为“网格吹哨、乡镇报到”。

通过扎实、规范、有力推动乡镇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目前，铁岭在全
市构建了“一张清单管权责、一支队
伍管执法、一套机制管运行、一个网
格管治理”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
系。其中“一个网格管治理”，做到
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反馈矛盾问
题，至今已经排查线索5000余件，
上报事件办结率达99.1%。

铁岭向乡镇下放
361个行政执法事项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11
月 1 日，记者从锦州市商务局获
悉，锦州市于 2022年 10月 29日至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全市范围推
出政府汽车消费补贴，补贴总额为
503万元，消费者可实名注册登录
银联“云闪付”APP领取。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补贴对象
为当前地理位置定位为锦州市的
个人消费者，在锦州市参与政府消
费补贴活动的汽车销售商，购买全
新非营运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
含各类二手车），在锦州市范围内
办理车辆上户登记，即具备申领政
府汽车消费补贴资格。

按照补贴标准，实际购车金额

（以购车发票为准）5万元（不含）以
上、10万元（含）以下，补贴1000元；
10万元（不含）以上、20万元（含）以
下，补贴3000元；20万元（不含）以
上，补贴5000元。503万元补贴额
度用尽即止，如剩余资金不足以按
上述标准发放补贴的，则最后一笔
补贴以实际剩余资金金额发放。

据锦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活动有效期内，具备申领政府
汽车消费补贴资格的消费者可登
录银联“云闪付”APP，在“锦州政
府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页面进入

“锦州市购车消费补贴”小程序或
直接搜索“锦州市购车消费补贴”
小程序参与活动。

锦州发放503万元汽车消费补贴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11月1日，记者获悉，根据《鞍山市
城区2022年冬至2023年春除运雪
工作实施方案》，今年鞍山将坚持

“绿色除雪”理念，充分调动专业队
伍和社会力量，以人工除雪与机械
除运雪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实施机
械化作业为主、人工除雪为辅的除
运雪作业模式，采取提标、减量两
种方式，严控融雪剂的使用。

今年，鞍山将继续严控融雪剂
使用，除坡路和桥涵外，其他道路
禁止抛撒融雪剂。加强绿化带的
保护，增加喷洒车与绿化植物的距
离，带有融雪剂的雪严格禁止倒入
绿化带中，一经发现，从重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今冬鞍山将对各城
区、开发区管委会除运雪质量和效
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将纳入城市
精细化管理千分制考核。

对除运雪时限，鞍山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按照“先重点后一般”和

“先打通后清除”的顺序作业，优先
对快速路、重点区域、重点街路、桥
梁等除雪，同时兼顾其他道路。小
雪在雪停后 12 小时内除净；中雪
在雪停后 24 小时内除净，72 小时
内运出；大雪在雪停后 24 小时内
机动车道积雪除净，96 小时内运
出；暴雪在雪停后72小时内除净，
一周内运出；特大暴雪结合实际雪
量，按照要求完成除运雪任务。

秉持“绿色除雪”理念

鞍山今冬严控融雪剂的使用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 11 月 1 日获悉，为防止冒用、伪
造条码侵害消费者权益，大连市近
日随机抽取生产、经营单位，对商
品条码使用情况逐户开展了监督
检查，涉及100余个品种。

商品条码是商品流通的标
识，通常由13位数字组成，是产品
进入商场、超市包括电商平台销售
的必要条件，也应用于产品的出入
库统计及产品追溯。目前，我国的
商品条码已应用到供应链的各个
环节，累计为70余万家企业、上亿
种产品赋予了全球唯一条码，涉及
传统零售业及建材制造、运输物
流、医疗卫生、电子商务、移动商务
等各行各业。

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

处负责人介绍，本次监督抽查，主
要对象为药房、超市和部分生产企
业。重点检查是否在产品或者产
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
条码或使用伪造的商品条码，是否
使用已注销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
应的商品条码以及是否使用未经
核准注册、备案的商品条码等。对
企业使用中不规范、设计不合理、
相关规定了解不及时等问题，执法
人员现场予以规范和指导。常见
的条形码问题，包括高度不够、不
足 1.8 厘米，两侧空白区域大小不
足等。如果冒用别人的条码，按照
商品管理办法将予以3万元以下处
罚。消费者可以下载“中国编码”
APP，用来查看生产企业和产品的
详细信息，增强防范意识。

大连抽查百种商品条码使用情况

“暖和！今年家里比往年都热，提
前四五天暖气就温乎了，这都得益于
小区改造。”家住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
大街111号的潘志田脸上挂着喜悦。

让潘志田赞不绝口的改变，源于
沈阳市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在
改造中，重点突出“一拆五改三增加”，
还实施了节能改造的“暖房子”工程。

10月31日，随着一场秋雨，沈阳
天气转凉。记者走进81岁的潘志田家
中，一股暖流扑面而来，北向的厨房温
度计显示23℃。

潘志田家所在的地区多为老旧
小区，房龄大多超过40年。“以前楼房
没有保温，楼道门窗都不严，屋里冷。
现在楼外加了保温层，更换了单元门
窗，就像给房子穿了一件‘棉衣’，冬天
屋里肯定暖和，周边小区都羡慕我们
呢！”潘志田说着改造前后的变化。

正是傍晚，潘志田侍弄着窗台上

的杜鹃花，同住的女儿和外孙女身穿
衬衣，正忙活晚餐，“以前在家得秋衣
套马甲，晚上外孙女写作业还得多穿
一件衣服。现在穿不住了，在家里搬
几盆花还觉得有点热呢！”

走在改造一新的小区内，路面平
坦、绿化美观、设施齐备、停车有序。

“别看小区‘面子’漂亮，‘里子’更实
用。”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小区换热站站长张劲正逐楼检查供
热设施。他说，“为了让老旧小区供
热持续稳定，公司还对部分地下热网
进行维修更新，再加上‘暖房子’工
程，今冬居民家室温能提高 2℃至
3℃，供热能耗也能节省5%。”

潘志田家的“暖房子”仅是老旧
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今年沈阳市共
完成475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供热

“三修”投资约9.9亿元，维修锅炉340
台，改造供热旧管网226公里。

老旧小区“穿棉衣”热了屋子暖了民心
本报记者 刘 桐

沈阳

这两天，大连瓦房店市红沿河镇
居民特别高兴，因为今年镇上首次采
用24小时核能供暖。从10月31日
开始，许多居民家中开始热乎起来。

踩着家里热乎乎的地热，红沿河镇沟
口村村民罗贵斌心里美滋滋的。

“以前我自己烧个小锅炉，供暖
效果不是很好，家里温度也就十七

八度。今年改为核能供暖，温度能
达到二十三四度，能省一半的费用，
还干净！”罗贵斌高兴地说。

10月31日，在辽宁红沿河核电有

限公司二期厂区核电7ME换热首站，
2台换热器和3台热网循环水泵以及
配套的疏水泵已经开始工作。从这里
产生的热源，通过换热站和一二次
网，最终将热量传送到居民家中。

11 月 1 日，辽宁红沿河核电站
核能供热示范项目正式投运供热，
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核能供暖项
目，惠及红沿河镇近2万居民，实现
了全镇安全清洁供暖。核能供暖指
以核能产生的无放射性蒸汽为热
源，通过换热站进行多级换热，最后
经市政供热管网将热量传递至最终
用户的城市（群）集中供暖方案。

核能供暖安全可靠吗？“红沿河
核电员工日常工作生活的红沿河核
电基地，办公区和职工宿舍都采用
的核能供暖，基地内从2014年投用
核能供暖至今已有 8 年了，效果很
好。在换热首站热水出厂前增加在
线监测和自动隔离装置，可确保供
暖绝对安全。”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
公司技术副总工程师胡汝平表示。

在红沿河核能供热示范项目指
挥调度中心，记者看到，新建的大屏
幕显示着各个换热站供回水温度及
运行情况，一目了然。今年实施的
红沿河核能供热示范项目，规划供
热面积24.24万平方米。

24小时核能供暖省钱又环保
本报记者 王荣琦

大连

“对门儿家的屋里都热了，为什
么我家的暖气还是凉的？”11月1日
10时，本溪市的冬季供暖开始后，华
兴热电客服中心接到报修电话。

客服工作人员赵薇随即在电脑
上进行了记录，“暖气不热在供暖初
期属于常见现象，公司新推行的报修
机制一定会及时解决的。”赵薇说。

30秒之后，随着报修工单开始
下派，华兴热电公司的维修师傅王宇
已经走在了赶往报修居民家的路上。

维修师傅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
得益于华兴热电今年开始推行的一
款名为“微供热”的手机APP软件，它
由沈阳天舜通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科技公司负责人孙先锋告诉记者，
早在今年 5 月份，华兴热电就表达
了开发一款“提高供暖报修工作效
率”软件的想法，“华兴热电希望能
在用户拨打报修电话后，以最短时
间解决问题，保障用户供暖。”

两家公司随后进行了多轮研讨，
最终研发出了这款手机软件，“软件
基于供热逻辑，采用与外卖类似的模
式，智能接单、智能派单、智能抢单。”
孙先锋说，“客服接到报修电话的同
时，电脑就能显示出报修客户的名
字、地址、缴费与否等信息，随后电脑
直接把报修工单派发给距离报修地点
最近的维修人员。如果该维修人员手

头有正在维修的客户，其他维修人员
就可以通过手机下载的软件抢下报修
单，在这种新的报修机制下，维修人员
的奖金与维修件次直接挂钩……”

王宇正是通过软件抢单来到了
报修电话所在的本溪市佳兆业水岸
新都小区 13 号楼用户家，“派单时
间比以前快多了，抢单机制也提高
了工作效率。”王宇告诉记者。他通
过现场勘察，很快发现了用户家地
热不热的原因，“这家住户住在全楼
的倒数第二层，但顶楼那户人家没
有人居住，导致顶楼排气罐里的空
气没有排出，因此热水无法循环。”

王宇随后对排气罐里的空气实
施了手动排放，并且入户把报修用
户家中的 7 柱分水器逐一进行排
气，20 分钟后，用户家的供回水开
始有了温度。王宇稍后又观察了十
余分钟，确认没有问题后才离开。

通过华兴热电公司后台统计，
“微供热”软件使以前报修工单的平均
维修时限从 1 天大幅缩短至 3 个小
时。本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暖科
相关人员表示，随着手机和网络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供暖公司也不断创新
服务，华兴热电推行的“微供热”软件
为本溪市今冬的供暖进行了很好尝
试，接下来，本溪市会加大巡视力度，
进一步提高供暖质量，让群众满意。

“抢单式”维修提升供暖效率
本报记者 许蔚冰

本溪

“集中供热前，政府补助我家75平
方米的采暖费，经由社区审核后，打到
了供暖公司账户上，我们自己就交10.8
平方米的302.4元费用。”10月31日，在
盘锦市兴隆台区兴海街道兴工社区三
建小区，低保户宁娟说起冬季供暖，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党的政策好，能帮扶
的、该照顾的地方都做到位了。”宁娟身
体不好，丈夫患白血病6年，终身丧失
75%的劳动能力。“街道给我安排了公
益岗，丈夫的就医用药纳入了医保，每
月还有2022元低保金。”宁娟说，每年
一入冬，屋子里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

和宁娟有同样暖心感受的还有
住在兴海街道李家村平房区的刘连
秀一家。“我家属于分散供暖，老伴
儿和我都没有劳动能力。头些天，

政府补助的采暖费就打到了专用银
行卡里，给咱解决了烧煤的大难
题。”刘连秀的妻子王玉兰接过话茬
说，“大冬天坐在热炕头上，咱从心
里念着政府的好。”

10月25日零时，盘锦市8家使用
煤炭供暖企业、4家采用水源热泵供
暖企业100%开栓供热，十二大热源同
时提温提压，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以人为本，让百姓人暖、心暖。
今年供暖期前，盘锦市进一步落实困
难家庭冬季取暖救助工作，从今年起
扩大取暖救助政策覆盖面，明确将单
人保家庭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
纳入取暖救助范围。今年，盘锦市财
政已拿出1005万元取暖救助资金，
确保取暖救助工作顺利实施。

千万资金保障困难群体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11月1日，辽宁首款省级普惠型商
业健康保险——“惠辽保”上线。
凡参加辽宁省（不含大连市）职工
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为在
保状态，均可以参保“惠辽保”。

“惠辽保”由辽宁省医疗保障
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
合指导，中国人保财险辽宁分公
司、太平洋财险辽宁分公司等 14
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与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有效衔
接、功能互补，旨在减轻参保人因
患大病重疾导致高额医疗费用的
经济负担。自10月20日开启预约
投保通道以来，已有超 15 万辽宁
省职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预约投保。

“惠辽保”参保保费为每人每年
129元，享最高301万元保障，不限年
龄、不限户口、不限职业、不限病史。
参保期限为2022年11月1日0时至
2022年12月31日24时，保障期限为
2023年1月1日0时至2023年12月

31日24时。支付方式可选择微信、
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可为本人及
其家庭成员（配偶、子女、父母）购买。

“惠辽保”实现了医保目录内外
全覆盖，享最高200万元医保目录
内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保障、最
高100万元医保目录外个人自费住
院医疗费用保障，及最高1万元18
周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特食费用
保障。突破传统商业健康保险对既
往症患者投保的限制，无须体检，有
既往症人群也可保可赔付。

参保人在省内各城市就医理
赔比例均不降低，真正实现省内无
异地、待遇无差别。出险理赔线上
全程服务零跑腿，免除上传费用明
细、病历等复杂操作，万元以下理
赔金免申即享、直接到账；同时提
供覆盖全省的暖心柜台服务，满足
差异化需求。与此同时，“惠辽保”
与省内多家大型连锁零售药店深
度合作，参保人在省内指定合作药
店购药，可享受除医保高值药品、
特价商品外的全单八五折优惠。

我省首款省级普惠型
商业健康保险上线

本报讯 记者赵婷婷报道 11
月1日，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
悉，截至目前，我省除大连市规定11
月5日开栓供热外，其余各市均已正
式开栓供热。在煤价处于高位运行时
期，各地积极落实供热保供责任，沈
阳、鞍山、本溪、锦州、辽阳、铁岭、朝
阳、盘锦、沈抚示范区等地提前2至5
天开栓供热，切实保障群众用热需求。

冬季供热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
生大事，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提前安排部署，多次调度推进。据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各市共投入29亿元资金用于开展
供热设施“冬病夏治”、夏季“三修”等
工作，目前已改造老旧供热管网1400
公里，切实提高供热设施可靠性。

为推动供热行业高质量发展、提

高供热服务能力和水平，我省修订完
善《辽宁省城市供热条例》，通过地方
性法规进一步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省
营商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继续在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开
通“供热直通车”，全省97家供热主管
单位和449家供热企业派驻专人值守
办理，供热诉求可快速直达责任主体。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督促各市、

县政府切实履行供热保供主体责任，
增加应急煤炭储备，保障供热期各阶
段储煤率达标；指导供热企业必须提
供充足热量，遇到极端天气时，及时调
整供热参数保障室温；积极回应群众
诉求，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确保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进一步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强化风险管控，做好应急处
置，保障供热工作安全稳定运行。

正式开栓 多地提前送暖
“12345”便民热线平台开通“供热直通车”

供暖季 记者在现场

居民潘志田家温暖如春，孩子穿着单衣就很舒服。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工作人员在红沿河核电二期7ME换热首站进行供热操作。 陈嘉伟 摄

“抢单”后的华兴热电工作人员立即投入供暖维修。本报记者 许蔚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