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7%以上。
为0岁至7岁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
童提供康复救助。

培育2所省级特色高中。 实名制走访慰问职工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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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气象，新春再出发。全省各地2023年民生实事陆续公布，本报《看民生实事 话幸福愿景》专栏再度开启。民生二字，重若
千钧。实施民生实事，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近日，本报记者奔赴各地，聚焦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的务
实举措，深入基层采访，推出民生实事解读系列报道，回应社会普遍关切。

为7万名适龄学生免费实施口腔健
康检查。

城乡低保标准提高3.5%，

达到793元/人月。

改造800个老旧小区。

全年反电信网络诈骗预警劝阻服务

100万次以上。

建设口袋公园1000座。

2023年 要办这些民生实事沈阳沈阳沈阳

设立老年人助餐点300个。

为新市民、青年人、引进人才等提供

7.5万套（间）住房保障。

建设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300个。 增加公共停车泊位1万个以上。

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标准，报销比例提

高5至10个百分点。

新建改造10条城市道路。

推进农村供水城乡一体化工程明山
区试点工作。

推进市十二中教育集团大峪校区、
彩屯校区规划建设，满足群众“上好
学”需求。

维修改造老旧小区22个。 投放全民健身器材100套。

小华山大桥建成通车。 帮扶失业人员再就业1.5万人。

建成使用智慧公交调度系统。

对全市城乡特困、低保、低保边缘户中
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以及残
疾、病残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

2023年 要办这些民生实事本溪本溪本溪

新建维修改造各级公路

261.3公里、桥梁69座。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稳定在

85%以上。

新增城镇就业8000人，确保零
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为1000名城乡妇女免费开展实
名制培训。

2023年 要办这些民生实事辽阳辽阳辽阳

推进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小区69个。
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住
院统筹报销比例。

为21座城市书房、104间城市书
屋配备图书通借通还设备。

12345政务便民服务进社区，建
立接诉即办快速响应和未诉先办主
动治理机制。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记
者 1 月 9 日获悉，为解决老旧小
区居民上下楼难的问题，大连市
今年继续推进既有住宅安装电
梯，出台一系列政府补贴支持和
创新举措，重点推进加装电梯补
贴全域覆盖，实现更多市民住进
电梯房。

大连市从 2021年开始推进老
旧楼房加装电梯，截至目前，市内
四区已有 190 部外立电梯开工建
设，其中近百部完工投入使用，同
时还有一批老旧楼房正在进行相
关的前期调研。按照政策，大连
市区域内凡是建筑结构、质量安
全等符合条件的既有住宅，经本
单元占建筑面积2/3以上，且占总
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就可以
启动申请加装电梯程序。大连市
财政按照楼层情况，对市内四区
加装电梯建设资金给予补贴，6层

住宅每部电梯补贴 18 万元，每增
加一个楼层相应增加补贴 2 万
元，每减少一个楼层相应减少补
贴 5 万元，补贴最多不超过 22 万
元。

针对市民对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热情逐步提高，大连市启动网络
大数据调查，组织推出加装电梯金
融贷款、保险等利好举措，建立连
片加装示范小区，市民参与积极性
显著提升。2022年下发施工许可
121 部，同比 2021 年提高了 75%。
市内四区、金普新区及庄河市相继
出台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政府补
贴政策，减少居民加装电梯压力。
今年，住建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
一步优化审批程序，主动靠前服
务，重点推动高新区、旅顺口区、普
兰店区、瓦房店市出台加装电梯财
政补贴政策，实现加装电梯补贴全
域覆盖。

大连推进老楼加装电梯补贴
全域覆盖

1 月 9 日是农历三九第一天，
在沈阳市浑河的河面上，万余只鸿
雁、赤麻鸭、鸳鸯等候鸟成群结队

觅食、嬉戏，成为数九寒天里一道
美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万余候鸟浑河越冬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1
月9日，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
办的“食在辽宁，安在心间”暨外
卖骑手食品安全流动监督员受
聘启动仪式上，首批 15 名美团外
卖骑手受聘为“食品安全流动监
督员”。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网络订
餐越来越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
的欢迎。但是，在网络订餐行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也备受大家关注。外卖小哥每天
奔波于各个外卖店，能在第一时
间、第一现场看到商家出餐情况。
对此，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
铁岭美团，聘请了首批外卖骑手作
为“食品安全流动监督员”。

此次受聘的外卖骑手“食品
安全流动监督员”来自铁岭县和
铁岭市银州区，由美团平台结合
骑手在职时长、月送单量、年龄

和学历等条件综合考量严格筛
选，充分发挥食品安全监督员人
熟、地熟的优势，在日常工作中，
他们可凭借“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员胸卡”，进入入网餐饮服务提
供者后厨查看加工制作、清洗消
毒及人员、卫生管理等情况，现
场纠正不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的违规行为，发现
严重违规行为可向市场监管部
门进行举报。

对于自己的新身份，外卖骑
手、监督员小王表示，以前取餐等
待时可能会看手机、聊天，现在则
会更多关注店内环境卫生和食品
制作过程，努力做好守护舌尖安全
的监督者。接下来，受聘活动将在
铁岭其他县（市）区陆续展开。铁
岭市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外卖配送
行业食品安全监督机制，积极推进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工作。

铁岭外卖骑手受聘成为
食品安全流动监督员

1月10日，记者在辽阳市河东
新城九年一贯制学校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小学部、中学部教学楼以
及综合楼主体工程已经建设完成。

辽阳市河东新城九年一贯制
学校项目是 2022 年辽阳市政府
20 件重点民生实事首项工程。
2023年9月将全部建成并交付使
用。建成后的辽阳市河东新城九
年一贯制学校在办学规模上达到
36班，将极大满足周边百姓对教
育资源的需求。

今年，辽阳市把“关爱中小学
生身心健康”列为市政府15件重
点民生实事之首。通过实施学生
运动能力提升工程、视力保护工
程、心理健康关爱工程、校园食品
安全工程，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
身心健康指标。将加快教育结构
布局优化调整，进一步改善办学
条件，计划撤并农村小学3所，新
建扩建学校12所，力争市九中新
建教学楼项目、中医药学校产教

融合实训楼、太子河区望水台中
心小学项目完工并交付使用，宏
伟区高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辽
阳县一高中开工建设，完成市一
职专易地新建项目和原九中分校
作为独立校项目的论证。进一步
提升办学质量，学前教育将实现
普惠高质量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在园幼儿数占比达到 85％以上，
义务教育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以上。高
中教育实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全市优质特色化普通高中在校生
占比达到 65％以上，职业教育实
现产教融合式发展，高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稳定在85%以上。

此外，辽阳市今年将大力推
动政府教育履职能力建设，重点
督导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
等工作。持续推动“双减”工作落
实。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
理，抓好校内减负落实，切实把学
生过重的负担减下来。

辽阳优先办好教育 计划新建扩建学校12所
本报记者 郑有胜

本溪的路将更宽 更便捷 更美丽
本报记者 王铁军

全力创建文明城市，加快建
设“美丽本溪”，大力提升文旅产
业……这些都是本溪今年的努力
方向。而要做好这些工作，离不
开畅通便捷的交通网络。本溪今
年要向百姓兑现的 10 件民生实
事中，有两件与路有关。

滨河南路是连接本溪南北的
交通动脉，目前路面、排水、照明
及景观等皆不尽如人意。本溪市
委、市政府计划投资1.13亿元，对
9.5 公里的滨河南路进行维修改
造，并着重优化项目周边的环境
和景观建设，力求满足不同群体
的功能需求，有效提升城市品质。

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主城
区道路容量不足、路网结构与级
配关系不合理、公共交通萎缩、出
行结构单一等问题，体育路、民主
路、老明山路等10条主次干路也
将在今年得到高水平“保养”。这

项工程涉及总长度 9.32 公里，预
计需要投入 3000 余万元资金。
此项计划将于今年5月初开工，9
月底前竣工的工程，将惠及全市
3 个主城区、7 个街道办事处、15
个社区、20 万住地人口，市容环
境更会因此得到较大提升。

2021 年 8 月，横跨太子河两
岸的重要纽带——小华山大桥因
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封闭，周围居
民出行困难，附近道路交通压力
增大。本溪市委、市政府在今年
向全体市民作出庄严承诺，启动
小华山大桥危桥重建工程。这项
总投资预计达 1.3 亿元的惠民工
程并不容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拆除原小华山大桥 300 米，新建
主线桥308米，配套照明工程、排
水工程、交通工程等。该项目正
在稳妥有序推进之中，并将于今
年12月31日建成通车。

改造800个老旧小区和309条背
街小巷。背街小巷虽又“背”又“小”，
却是百姓家门口的必经之路，沈阳
2023年12件民生实事之一，即将实施
历史上最大规模背街小巷改造。

为解决背街小巷脏乱差问
题，2022 年沈阳改造了 200 条背
街小巷，今年根据市民反馈的意
见，对群众呼声较高、有迫切提升
需要的重要窗口街路、老旧小区
周边等309条背街小巷进行微更
新改造提升。

“对背街小巷的微更新，绝不
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城市系统
和功能的全面升级。”沈阳市园林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陈巍说，今年背
街小巷提倡微改造、微更新，以“一
拆五改五提升”为主要整治内容，
即拆除违法建筑，改造道路路面、
停车设施、架空线缆、沿街建（构）
筑物外立面、户外广告及牌匾，更
新提升老旧管网、慢行系统、交通
设施、景观绿化和文化街区。

为避免“千路一面”，今年沈阳
按照“一巷一策”的原则进行设计，
因地制宜地进行微更新，广泛融入

红色文化、两邻、廉政文化以及适
老、适幼、青年友好和全龄友好型
等理念，打造特色鲜明、富有文化
底蕴和风貌特色的精品街道。

结合背街小巷微更新，沈阳
市还将增加功能品质，因地制宜
地实施多杆合一等工作；增加服
务品质，完善街设家具、设置各类
便民设施；增加生态品质，完善临
街绿化，新增口袋公园，实现街边
景观与道路景观的有机融合。

“背街小巷怎么改，居民最有
发言权。”陈巍说，今年背街小巷
微更新继续坚持“以人为本”，以
人民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工程全周期做到“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问效于民”。

街巷的“高颜值”离不开精细
化管护，沈阳市城管执法局表示，
今年将注重量质并重，统筹地下
管线与主体工程建设，统筹平面
与立面同步建设，杜绝街巷路反
复挖掘施工。同时，结合道路维
养和路长制，让背街小巷得到高
标准维护和精细化管理，确保改
一条、成一条、久一条。

沈阳今年更新309条背街小巷
本报记者 刘 桐

组建不少于8000人的社区专兼
职教师队伍。

制图 隋文锋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春运正式拉开序幕。为确保春运
期间辖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重
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丹东海事
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春运期间
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重点物资运
输保障等工作。

指挥中心是水上交通安全
的大脑神经，是船舶和船员安全
的“守护神”。春运期间，丹东海
事局指挥中心全天候 24 小时关
注水文水情信息，利用船舶交通
管理系统等，掌握黄海水域船舶
实时动态，及时发送预警信息；
对船舶进行实时监控，为进出港
船舶提供交通组织服务，督促船
舶注意安全，严格落实春运、春
节 各 项 工 作 部 署 ；强 化 值 班 值
守，及时高效处置各类海上突发
事件，确保春运期间船舶进出港

安全。
连日来，丹东海事局安检组

对辖区内船舶进行安全检查，严
禁船舶带“病”营运。安检组严格
落实各项监管要求，执法人员对
船舶救生、消防、防污染设备，船
员履职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检
查，要求船舶及时纠正缺陷；同时
严格检查春运期间安全与应急工
作部署、冬季防滑防冻、寒潮大风
防范、疫情防控等工作措施落实
情况，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的安全
技术状态，保障应急资源够用、应
急力量可用。

随着春节临近，丹东大鹿岛、
獐岛陆岛水上运输迎来小高峰。
这几日，两岛日均进出岛 200 余
人次。1 月 7 日以来，辖区内 3 条
船舶载运约 11.4 万吨供暖煤炭安
全进出大东港。

丹东海事部门
加强水上交通监管保春运畅通

山岭的雪地上，小动物的脚印清晰
可见。一只受伤的野鸟扇动着翅膀，挣
扎了几下，还是没有飞起来。真万君怜
惜地把野鸟捧起来，裹进怀里准备带回
去救治。他告诉记者，这是被野兽伤害
的，这样的鸟一年他能救活几十只。

15年前，真万君来到瓦房店市九龙
街道九龙村古道屯，承包了古道山古道
沟的一片山林。

古道屯和古道山，因为历史上有过
一条古道而得名。在交通不发达的年
代，是周边百姓、外地商贾穿山而过的
便捷要道。

真万君打算种植果树、种菜养鸡，
可因为山林得到保护，野生动物也多了
起来。苞米刚结穗，山上的狍子、野鹿
就结伴下山抢食，山坡上奔跑的野鹿踩
出了小路；白菜萝卜还没长大，就成了
野兔、刺猬、獾猪的快餐。这些野生动
物让真万君放弃了搞种养业的想法。

虽然当初的目标没有如心所愿，但
日久天长，让真万君喜欢上了深山里的
环境，感受到人与自然之间那份和谐与
恬静，于是把沟壑山岭当成生养安居的
家园，衍生出人与大山的新故事。

进山时，真万君栽了几百棵核桃

树，如今已经长成大树结果了，可核桃还
没完全成熟，松鼠就在真万君身前身后
窜来窜去，成群结队蹲在树上啃食，叼着
成熟的核桃往洞穴里藏，剩下的一点核
桃只够真万君一个人吃的了。

辛苦栽种出来的成果都服务了野
生动物，家里人劝他早点下山。可真万
君担心山林没有人管理遭到破坏，“冬春
秋三季的防火就是大事，要是意外起了
山火，整个山林将被烧光。承包山林不
能只想着收益，还要有管护的责任心。”

冰封雪冻的日子，真万君怕山里的
动物没水喝，就在山沟里的水塘凿几个

冰窟窿，来喝水的动物踩出了雪路。水
塘是真万君雇挖掘机开掘出的蓄积防
火水源。真万君说，夏天白鹭、野鸭子，
还有不知名的水鸟也来水塘游憩，住在
山里的乐趣比比皆是。

春夏花草芳香，吸一口山里的空气
格外舒服。秋天大山的收获是丰厚的，野
菜野果也别有滋味。进山的路雨后进行
修补，外面的车也能开进来，路两旁还栽
下几百棵香柏树，景色变得更美了。

茅棚野居15年有余，真万君用朴
素的山水情怀，回馈给山乡古道一派生
态新貌。

住山守林15年 真万君让山乡古道换新貌
刘胜斌 本报记者 杨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