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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莲花湿地景区湖心建有三
座鸟岛，岛上鸟窝密集。3月，又是候
鸟迁徙季。斑嘴鸭、绿头鸭、苍鹭等相
继来到莲花湿地栖息、觅食。

铁岭莲花湿地处于东北亚—澳大利
亚鸟类迁徙路线上，是我国重要鸟类迁
徙通道上的驿站。近年来，来莲花湿
地栖息、觅食的野生鸟类逐年增多。

本报特约记者 桂铁军 摄

铁岭湿地
迎来新“客人”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3
月 13 日，记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鞍山将从督促平台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餐饮监管、加大
执法力度、完善标准规范等方面发
力，开展为期3个月的制止餐饮浪
费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主体责
任，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推动
全社会树立“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文明新风尚。

鞍山将积极督促平台落实主体
责任，治理诱导过度消费行为，规范
平台佣金抽成，发挥头部平台示范
效应，建立健全外卖餐品描述、外卖
点餐消费提示、消费教育引导、优化
商家管理服务等制度机制，并倡导
平合探索建立对商家的正向激励制

度。同时，完善标准规范，推动相关
行业协会制定反餐饮浪费方面的标
准并加快宣传实施应用等。

鞍山还将加大监督检查频次
和力度，将反餐饮浪费与餐饮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同频同步开展，组织
开展“随机查餐厅”行动，并积极推
广“小份菜”“半份菜”“网络点餐明
示食品重量”等做法，以醒目方式
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主动提供打
包服务。此外，将加大执法力度，
围绕餐饮外卖点餐和婚宴、自助
餐、单位食堂等重点环节，从严从
速查处纠正未主动提示、诱导点餐
等违法行为，并落实执法者普法责
任，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增强守法
意识，树立节约理念。

制止餐饮浪费
鞍山推出“小份菜”“半份菜”

本报讯 记者王卢莎报道
日前，丹东历史文化数字体验馆开
始试运营。丹东市将一座坐落在
鸭绿江上的地标性建筑打造成立
体、多维、生动、鲜活的沉浸式数字
化高科技智慧型展馆。

丹东历史文化数字体验馆展馆
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是集城市历
史演绎、城市文化传播、城市资源推
广、城市品牌宣传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城市文化展示馆，是目前丹东唯
一的沉浸式数字化体验空间。

丹东历史文化数字体验馆以
丹东城市会客厅和丹东旅游第一
站为核心定位，系统展示城市的历
史沿革、文化气质、风景名胜和风
物特产。同时，丹东历史文化数字
体验馆本身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沉浸、互动、体验展项众多，为
广大游客奉献集知识性、趣味性、
娱乐性于一体的丹东之旅。

在这里，丹东的故事从鸭绿江
讲起，在历史回望中，运用场景复
原和多媒体综合演绎，再现一座城
市的历史沧桑，感知从不停歇的文
明步伐。在展馆中，百年成荫的银
杏大街，随处可见的杜鹃花丛，是
丹东典型的城市符号;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热烈的满族和朝鲜族
民俗风情，让游客感受多民族聚居
地区的风土人情；英雄丹东专题展
厅，带游客一起重温70多年前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丹东市将其
打造成城市文化地标，让丹东的历
史、人文、风物形象在这里定格，沿
边、沿江、沿海魅力在这里绽放。

沉浸式数字化高科技智慧型展馆

丹东历史文化数字体验馆试运营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线下专场招聘会的启动，真是帮
了我们企业的大忙。”“通过面对面
的交流，我对岗位的要求和待遇更
清楚了……”日前，辽阳市人力资源
市场人头攒动，2023年“保企业用
工，助振兴突破”重点企业重大项目
辽阳市专场招聘会在这里举办。

“我们企业用工岗位很丰富，
今天来现场咨询的就有100多人，
现场对接岗位，缓解了企业用工难
问题。”辽阳市万和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王静格外兴奋
地说，有了线下招聘会，招聘求职
对接效率更高了。

这场招聘会以“保企业用工，助

振兴突破”为主题，汇集106家用人
单位，包括辽宁裕丰化工有限公司、
辽宁润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岭秀山圣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这些大中型民营企业提供了财务人
员、化工专业人员、设计人员、电脑
编程、采购员、工程师等就业岗位
276个，职位总数1259人，各类求职
人员501人参加。招聘会采用省级
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平台，通过门户
网站、手机微信小程序发布企业招
聘信息及个人求职信息，招聘单位
及求职者既能看到本地企业的招工
信息及求职人员信息，还能查询到
省内其他市发布的各类信息，提高
了供求双方对接效率。

辽阳为重点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 “你们叮嘱得这么细
致，我们一定时刻提高警惕。”3月
13 日，盘锦市盘山县高升街道南
关村果菜种植基地的农户刘宝柱，
把前来巡查的民警送出大棚时，一
再表示会防范电信诈骗。

多年来，高升街道逐渐形成以
大棚果菜种植为主导的产业格
局。4000 余栋大棚常年种植草
莓、西红柿、香瓜、香葱等果菜，给
农户带来可观的收益。

安全用水用电、防火防盗，关
乎产业平稳发展、农户切身利益，
也关系周边群众生活安全。2015
年，盘山县公安局根据当地经济
特点，专门推出惠农警务服务机
制——按照种植区大棚具体分布
和社区村电规划，划分 8 个警务
区，科学调派当地派出所 29 名警
力，实行24小时治安巡逻。

执勤中，警务人员定时深入果

菜大棚检查水、电、火使用情况，指
导临街和种植面积较大农户安装
实时监控、火情预警等技术防范平
台。同时延伸服务触角，积极帮助
农户解决物资采购、果菜运输、临
时雇工、户籍车管业务办理等“急
难愁盼”实际问题。

眼下正值果菜种植和收获期，
针对农户多以手机软件收付款特
点，民警将反电信诈骗宣传与服务
机制相结合，全面推广应用反诈预
警小程序，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惠农警务服务推行后，种植区
生产环境越来越好，赢得了农户广
泛认可和好评。农户安心、放心投
入生产，果菜种植产业有序发展壮
大。8年来，高升街道棚菜种植区
里的大棚数量连年增加，产值也从
1900万元增至1.7亿元，增长了近
8倍。

韩 放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山惠农警务区
悉心守护4000栋果菜大棚

走进抚顺市顺城区河东街道泽麟
小区，步入小区的穿廊两侧，会看到满
墙内容丰富、版面新颖的黑板报，而这
长长的黑板报竟出自于一位 90 岁老
人之手，而且至今已坚持了22年。

这位热心公益的老人名叫姚恩
亮，老人办的黑板报有近 20 平方米。

“这是第151期板报，10个栏目，最多时
有34个栏目。”在“家风家教”栏目前，
老人告诉记者：“一个家庭的兴衰与家
风有很大关系，而家风建设应该向伟
人学习，你看我选的都是毛泽东、周恩
来等领导人的家风故事，大家都爱看，
我常常看到大家围着看。”

2001年，姚恩亮的老伴儿看到小
区的黑板报无人管理，有人在上面乱
写乱画，就对姚恩亮说：“这么好的板
报糟蹋了太可惜，咱们就包下来，给大

伙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吧。”
姚恩亮非常赞同老伴儿的想法，

在征得社区同意后，买来水泥、油漆，
对板报进行了改造粉刷。姚恩亮夫妇
都酷爱读书看报写文章，平日里积累
了大量素材，这下全派上了用场。

经过20多天的筹备，当第一期内
容贴近居民生活、版式新颖的板报出
来后，社区老少居民都纷纷围上前去
观看，看到此景，姚恩亮夫妇心里乐开
了花，也暗下决心要一直办下去。这
一办就是20多年。

“现在上岁数了，出一期板报要3
天时间。”姚恩亮说，尽管要耗费很大
精神和体力，但很开心。

“小事见精神，我通过黑板报表扬
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不少居民尤其是
孩子，还真走心了。有些家长对我说，

板报上对孩子的表扬比他们管教有用
得多。”老人说着，脸上浮现出满意的
笑容。

板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区居民
的言行，姚恩亮说，他接手板报后，再
也没有人往走廊里乱扔东西了，最让
姚恩亮欣慰的是，有一天出板报，天色
渐黑，有一个小伙子用手机打着亮，照
着让他写完。

2013 年，姚恩亮被评为抚顺市
“百姓雷锋”，评委会在给姚恩亮的颁
奖词中写道：“即使岁月苍老，你的爱
心火热如初，写在墙上的每一个字，所
有人都应该认真品读。”

姚恩亮是个热心肠，不单是办黑
板报，早在1978年就在单位组建了学
雷锋小组，并连续23年照顾3位孤寡
老人、助学帮困、帮教服刑人员，一辈

子乐此不疲。
“姚老，您好！我是您的孩子，在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衷心地祝您节日
快乐……”这是2022年10月1日一名
服刑人员写给姚恩亮的信，在二人的
日常通信中，这名服刑人员都以“我是
您的孩子”自称。

从2019年起，经姚恩亮耐心细致
的帮教，这名服刑人员重新拾起了生活
的信心。2014年以来，姚恩亮先后帮助
5名服刑人员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姚恩亮帮教的一名安徽籍服刑
人员提前出狱后，也热心公益，经常
参加捐款助学活动。

“打开自己的灯，照亮别人的路。”
姚恩亮说，“我虽然90岁了，但还要尽
力为社会多作点贡献，把老党员的余
热都发挥出来。”

九旬老人为社区居民办公益板报22年
本报记者 姜义双

3月8日，66岁的郑桂梅接到民政
局服务站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她知
道困扰自己的买大米难题解决了。

郑桂梅中年丧偶，几年前，儿子、
儿媳也因病相继去世，留下了一对未
成年儿女。“一股急火引起神经性病
变，左腿不听使唤了。日常生活开始
受到影响。”郑桂梅说，“我家住5楼，
腿病让我上下楼成了问题，10斤大米
都拎不上来。”当时，郑桂梅只能依靠
亲属和邻居的帮忙，为了不麻烦别人，
有一次，郑桂梅囤积了几百斤大米，以
至于最后都发了霉。

2020年，本溪市民政局在全市建
立关注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
的“三留守”服务站。

“‘三留守’服务站采取与当地社
区（村）合作的方式，针对这三个群体
开展多元化服务，包括电话探访和入
户探访等。”“三留守”服务站工作人员
徐微告诉记者。也正是在那一年的入
户走访中，徐微了解到郑桂梅家的情
况，随即开始了包括买大米在内的日
常照料服务。

“三留守”服务站工作人员赵晴告
诉记者，依靠社区提供场地和支持，服
务站聚焦“一幼”，为留守儿童提供兴
趣培养、安全卫生健康教育和社会心
理支持等服务，同时还会服务“一
老”，为留守老人提供就医陪同、生活
用品代购、入户家庭保洁等服务，并
定期上门为留守老人进行体检，“每隔

两天，服务站都会打电话询问，半个月
上门探望。”赵晴说。

与郑桂梅一样受到本溪市民政局
“三留守”服务站照顾的还有溪湖区石
桥子社区89岁老人叶素云，3月8日，
服务站工作人员给老人送去了饺子。

3年来，本溪市民政局陆续建立了
“三留守”服务站8个，辐射本溪全市，各
站设立专职工作人员1人、兼职1人，建
档1500余人，对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及
困难残疾人开展入户走访，服务超过8
万人次。

本溪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溪市构建的“三留守”服务体系
中，“三留守”服务站与当地社区（村）合
作是重要的形式，这使得关爱服务、改

善生活品质成了基层治理的一部分，因
此在对“三留守”群体进行就业指导、生
活帮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外，在展开“三留守”服务过程
中，民政局还引导社工、志愿者积极参
与，既弥补了服务站人手不足的问题，
还让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3 年来，

“三留守”服务站开展儿童看护及兴趣
引导、妇女就业创业技能培训、老人陪
伴及健康辅导等专项活动 112 次，受
益群众1.2万余人次。

本溪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
留守”服务站对于本溪市养老服务体系
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一个补充，接
下来，本溪市还会继续壮大服务站规模，
让有需要的群体进一步得到保障。

呵护“一老一幼”

本溪“三留守”服务站联手社区完善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许蔚冰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汽车保有
量逐年增长，沈阳市机动车保有量约
300 万辆，停车难成为市民普遍反映
的急难愁盼问题之一。

沈阳市将今年作为停车治理年，
并将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列入民生
实事。

如何缓解停车矛盾？怎样提升静
态交通秩序？

今年，沈阳市通过优化停车供给
结构、扩容停车泊位、完善智慧管控、
加强信息引导等举措，持续提升静态
交通秩序治理能力。

挖潜增量，新建一批复合式
立体停车楼

3月8日，在浑南区世纪大厦东侧
的停车楼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
施工景象，各类机械开足马力，建设者
们忙碌其间，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加速
建设。

世纪大厦附近办公楼、大型居民
小区密布，私家车及地铁、公交、有轨
电车等换乘人员较多，高峰时段停车
泊位缺口近1000个。

“世纪大厦复合式立体停车楼项

目用地0.8公顷，建筑面积3.7万平方
米，利用原有轨电车停车场空间，地上
设置6层小汽车停车楼，泊位996个。”
中铁上海局项目经理王海新介绍，项
目建成后，将形成集地铁、有轨电车、
公交车、社会车、非机动车等多种交通
方式于一体的换乘枢纽，大幅缓解区
域停车矛盾；同时，还将发挥“P+R”
效能，实现外围市民停车与地铁等公
共交通无缝换乘。目前，工程已完成
物探与排迁工作，正在推进桩基础施
工，预计年底前完工。

据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交通建设管
理处处长谢宇介绍，“今年，沈阳市将
建设一批复合式立体停车楼，秉持集
约用地理念，地面作为公交车停车场，
地上、地下建设多层小汽车停车楼。
建成后，将提供350余个公交车泊位，
满足30余条公交线路停车需求，进一
步解决公交占路停车带来的扰民难
题；同步新增 4800 余个小汽车泊位，
填补停车缺口，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全
部建成投入使用。”

此外，沈阳挖潜土储地块、边角余
地等存量资源，将46处闲置地块列入
建设计划，预计可增加临时泊位1.1万
个。目前，项目已启动场地平整、标识
设置、道闸安装等工作，预计3月底前
全部建成。同时，沈阳还将在停车缺
口较大的大型医院、集中办公区、老旧
小区、重点商圈、中小学校等热点区域
内，启动建设 20 处公共停车场，新增
约1万个公共泊位。

智慧管理，建成东北首座超
高层立体停车塔库

沈阳不仅从优化停车供给结构上
动脑筋，更在加强工程建设、完善智慧
管控上下功夫。

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地处沈河区
北站地区，区域内金融总部等高层办
公楼楼宇密集，人车流量大，停车用地
资源紧张。而近期在此办公人员不用
再早到“抢车位”，停车后可自动泊位，
缓解了狭窄空间倒车入位的困扰。

这个智能停车场就是近期启用的
东北首座超高层立体停车塔库——迎
宾街东超高层立体停车塔工程。外观
上看停车塔与周围高层玻璃幕墙建筑
无异，而内部是4处独立塔库，在1000
平方米用地上，建成33层、248个立体
停车泊位，实现占地少、停车多、智能
化、成本低，最大限度释放地块效能。

“司机仅需把车停入一层停车盘
内，通过 24 小时全智能无人操作系
统，机械可自动升降横移、垂直循环、
平面移动，将车辆送入立体停车位，内
部还装有红外线识别系统，自动判断
车内安全情况。”停车场负责人刘明驰
说，智能停车系统还能实现实时泊位
查询、车位预约存取、线上无感支付等
功能，提高运行效率，缓解停车矛盾，
减少违停情况，助力缓堵保畅工作。

据了解，沈阳近期将出台《沈阳市
机械式立体停车设施管理暂行办法》，
鼓励单位和个人利用自有用地建设机

械式立体停车设施，给予减免相关土
地价款、缩减用地及审批手续，按照建
设形式给予不同标准补贴，鼓励和规
范立体停车场建设。

数字赋能，找车位不用再兜
兜转转、寻寻觅觅

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开车仅 10
分钟的路程，却花了半个小时还没找
到停车位，而附近的停车场内却有闲
置空位。这种停车泊位信息不对等的
情况，在繁华商圈很常见。

“周末开车去中街逛街，找车位是
件麻烦事。商场地下停车空位少，而
附近停车场空位情况却不清楚。”市民
唐女士说，现在车开到中街附近，可以
先用“好停车”手机客户端查询实时停
车泊位情况，直接导航到车位。

今年，沈阳市加强停车信息化建
设水平，完善“好停车”场景平台。截
至目前，“好停车”平台已接入经营性
停车场657家、泊位14.1万个，占总泊
位的59%，大幅提升平台接入率与数
据治理能力。同时，加大数据开放共
享力度，目前已打通“好停车”平台与
腾讯、高德等互联网地图的共享路径，
实现了590家公共停车场实时数据开
放共享，市民可以通过“好停车”、高
德、腾讯等多种手机客户端，查找停车
场位置、实时剩余泊位数量等信息，并
可享受导航及预约等服务，提升市民
使用的便捷度和舒适度。

智慧管控 数字赋能

沈阳建成东北首座超高立体停车塔
本报记者 刘 桐

关注

3月13日，天气依然寒凉，但在
沈阳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游客却热情
高涨，崇政殿、凤凰楼、文溯阁……
每个角落都有游人在细细品味。

据了解，今年年初沈阳故宫博

物院每天推出1000张沈阳居民电
子预约票，同时还推出半价游故宫、
学生凭有效证件享受优惠等多项优
惠政策，日游人数过万已成常态。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沈阳故宫日游客量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