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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城镇新增就

业1.5万人

强化智慧安防示范小区和城市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管理

推动凤凰山片区和高铁商务区综合
开发

推进建成区排水系统改造和供热能力
提升改造工程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3个

朝阳朝阳朝阳2024年 CHAOYANG

积极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办好凌河之夏艺术节，开展文化惠民演

出300场以上

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提高困难
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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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 帆

葫芦岛将举办超400场招聘会
搭建就业“互通桥”

朝阳将把什家子河打造成城市新名片
本报记者 张 旭

1 月 20 日，在朝阳什家子
河城区段综合治理工程施工现
场，机械轰鸣，大型工程车辆往
来穿梭，建设者们战严寒、抢进
度，全面推进堤防加固、穿堤、
清淤施工等多项工程，现场呈
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
年初以来，朝阳市倒排工期，抢
抓进度，确保朝阳什家子河城
区段综合治理工程于今年底前
投入使用。

作为大凌河朝阳城区段综
合治理姊妹篇，朝阳什家子河综
合治理工程既是完善城市区域
防洪功能、优化交通路网的民生
工程，也是改善生态环境、提升
城市品位的民心工程。什家子
河作为朝阳中心城区两条主要
河流之一，是大凌河的一级支
流，总长度 42 公里，流域面积

627平方公里，自西向东穿城而
过。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什
家子河基础设施薄弱和自然环
境“脏、乱、差”问题日益凸显。
为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市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2023年初，
朝阳市委、市政府启动什家子河
综合治理工程。工程总投资
5.85亿元，通过2年的时间，把什
家子河流域打造成朝阳的新名
片、市民的又一“会客厅”。

什家子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涵盖朝阳市中心城区北部、西
部，是优化城市发展空间格局，
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吸引
力、竞争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的一项重大举措。作为城区内
河，什家子河承载着城市生态
涵养、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产
业发展等一系列功能。工程主

要建设防洪工程、生态工程和
道路工程。为提高区域防洪保
障能力，将两岸堤防防洪标准
从 20年一遇提升至 50年一遇，
形成完整的防洪体系。从生态
修复、慢行贯通、功能完善、景
观提升等多方面入手，构建“一
河两岸四区五园二十六景”的
空间结构。建设橡胶坝4座、矮
堰 4 道，新形成水面 1200 亩。
建设慢行系统总长度 18.4 公
里、景观节点26处，形成绿化景
观带2000亩。采用“堤路结合”
的方式，堤顶路与市区现有规
划主干次路并联，实现朝阳市
北部区域交通连通。到今年年
底，什家子河综合治理工程将
成为朝阳市生态治河的新典
范、城市建设的新地标、休闲旅
游的打卡地。

“这份工作很适合我，企
业 薪 资 待 遇 挺 满 意 ，直 播 里
看到工作环境和食堂的饭菜
都 很 好 ，要 给 这 种 招 聘 形 式
点 个 赞 ！”1 月 11 日 ，葫 芦 岛
市民小张通过葫芦岛市人社
局走进连山区安和中医医院
开展的直播带岗活动找到满
意 的 工 作 ，当 天 的 直 播 带 岗
共帮助 50 人达成就业意向。
今 年 ，葫 芦 岛 将 继 续 为 用 工
企 业 和 求 职 者 搭 好“ 互 通
桥”，计划全年开展线上线下
招聘会超过 400 场。

就 业 是 最 大 的 民 生 。
2024 年 ，葫 芦 岛 市 将 进 一 步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
优化“10+N”公共就业服务，

综 合 运 用 岗 位 推 介 、技 能 提
升、创业扶持、兜底安置等措
施，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就
业服务，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群体来葫留葫回葫就业，确
保农民工、失业人员等群体就
业有途径、创业有支持、转移
有去向。

开展就业帮扶，为高校毕
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完善毕
业生实名台账，为每名有就业
意愿的应届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提供 1 次职业指导、3 次岗
位推荐、1 次培训或见习，确
保实名登记跟踪回访率、就业
服 务 率 达 到 100%，有 就 业 意
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率
达到 100%。

在组织春风行动、就业援
助月、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常规
公共就业服务活动的同时，葫
芦岛还将持续推进直播带岗

“进企业、进夜市、进集市”，
搭 建 就 业“ 云 平 台”；围 绕 重
点项目和重点企业配备就业
服 务 专 员 ，通 过“ 一 企 一 策”

“一项目一策”提供用工服务
保障。

此外，占地 2.4 万平方米
的葫芦岛市公共实训基地将
于今年 4 月开工建设，基地建
成后将为求职者提供技能训
练、技 能 鉴 定、技 能 竞 赛、技
术革新和技术改造实验、技能
人才继续教育、技能人才技术
交流等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室
内安装了坐便，真是解决了我和爱人
行动不便的大难题。”1 月 22 日，铁岭
市铁岭县蔡牛镇榆树堡村视障人士许
玲说到自家室内卫生间改造时，由衷
地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点赞。

许玲自幼视力不好，行动不便，两
年前，她的丈夫患上了脑血栓，生活在
农村，上厕所成了两人生活中的大难
题。2023年，铁岭市开展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将许玲家列入计划，为其
改造了上下水、安装了坐便，建成了室
内卫生间，解决了她家的难心事。

为改善困难残疾人家庭居家生活
环境，真正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去
年年初，铁岭市将为1000户残疾人家
庭实施个性化无障碍改造项目列入重
点民生实事，重点解决残疾人“出行
难、如厕难、洗澡难”等三难问题。

改造优先考虑重度残疾人、老残
一体、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残疾人家
庭，兼顾城乡各类别残疾人家庭。改
造内容包括平整硬化地面、加设扶手
门把手、改造厨房和卫生间、新建或改
建农村旱厕、新建淋浴间等20余项。

在推进此项工作中，铁岭市各级残
联组织针对不同残疾类别、残疾等级、无
障碍需求程度及家庭实际，认真开展入
户调查，对残疾人个性化需求进行适宜
性评估，坚持“一户一策”“一家一设计”，
为每个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方案。

去年年末，此项民生实事全部完
结。据了解，自2014年实施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以来，铁岭市已累计
投入资金 3576.65万元，为 12159户困
难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项目。

铁岭实施无障碍改造
服务千户残疾人家庭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2.5%和

7.5%以上
建设精细化管理示范街区7条

利用主城区废旧空地建设口袋公园

5个

改扩建绥中山海长城旅游路150公里，

带动沿线8个乡镇农民增收

葫芦岛葫芦岛葫芦岛2024年 HULUDAO

实施兴城南部沿海城乡一体化供水

工程，5个乡镇、10.7万人受益
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64平方公里，
修复流域周边生态

开工建设市公共实训基地，推动重点群
体创业就业

在主城区锦葫南路、泰康路等重点路段
建设排洪防涝工程，方便群众安全出行

组建手牵手孤困儿童关爱服务志愿
团，对全市孤困儿童开展“一对一”
关爱帮扶

开工建设市康宁医院，填补市级精神
卫生专科医院的空白

沈阳，铁西，卫工北街上，一座
其状如鼎的建筑正诉说着中国工
业史上的绚烂与辉煌。

这里收藏着天安门城楼上第一
枚金属国徽、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
个铸造用机械手等数十件中国工业
史上的第一；这里还完整保留了当
时的亚洲最大铸造车间。走进车
间，仿佛推开了历史尘封的大门，回
到了那段激情四射的火红年代，这
里就是国家工业遗产沈阳铸造厂。

提起这个工厂，了解的人也许不
多，但提起它的另一个名字沈阳工业
博物馆（以下简称“工博馆”）铸造馆
却是游客们热衷的网红打卡地。

站在工博馆入口处，一座石碑
格外引人注目，上面镌刻着“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原沈阳铸造厂
翻砂车间”的黑色大字。这块牌匾
道出了工博馆的第二重身份，也表
明了它厚重的历史价值。

完整保留翻砂车间原貌

走进翻砂车间，“穿越感”扑面
而来。24 米宽、30 米高，占地面积

8640平方米的硕大厂房里，按序摆
放着车间最后生产时的所有设
备。高耸的冲天炉被架在半空，保
持着“一倾如注”的姿态；巨大的天
车悬于房顶印满时代的痕迹；厂房
中间的铁轨躺在原处，仿佛即将有
大批钢锭要运进来……

“工博馆就是从这座车间不断
扩展、完善而来的。其他地方都是
扩建的，只有这里完整地保留了翻
砂车间的原貌。这里的每一件设
备都摆放在它原来的工位上，修一
修、通上电还可以工作。”沈阳工业
博物馆馆长王荣巍将这里的历史
娓娓道来。

1956年，根据国家机械工业发
展需要，沈阳铸造厂整合沈阳重型
机器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
厂、沈阳第三机床厂等企业，组建了
全国第一个专业化铸造企业，也是
当时亚洲最大的专业化铸造企业。
生产能力最大时曾达每年3.8万吨，
产品销往全国十余个省市并有部分
出口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2007年4月17日，沈阳铸造厂浇注
完最后一炉铁水后，完成了历史使

命，在铁西区企业“东搬西建”政策
下，搬迁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但翻砂车间被保留下来，2008年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铁西
区将这处车间改建成博物馆。

“铸造是制造的基础环节。这
个车间的价值不仅在于曾经的贡
献，还在于它是中国工业从大而全
的生产模式向专业化路径转型的印
证。这里为其他机械行业提供配套
服务，其规模和水平也是当时先进
性的代表。也正因为厂房的多重价
值，在搬迁时铁西区政府才决定将
其完整保留下来。”王荣巍表示。

艰苦环境中的火红记忆

虽然这座车间在当时非常先进，
但却是整个铸造厂最艰苦的地方。

“屋顶的窗户都是开着的，因为冲天
炉常年燃烧，温度可达1600多摄氏
度，整个厂房常年维持在四五十摄氏
度。模具制作需要大量铸造用砂，这
里粉尘也多。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话

‘车钳铣没得比，铆锻焊凑合干，让翻
砂就回家’。”王荣巍指着冲天炉旁边

的工作场景雕像说，“你看这里工人
们的衣服都是特制的隔热服，鞋子也
不能系鞋带。一旦有钢水、铁水溅在
鞋上需要马上踢飞，以防烫穿脚。”

翻砂环境虽艰苦，但却是辽宁
工人创造精神财富的宝库。

肯钻研。在展馆内，一台电动砂
轮机在无声地诉说着当时辽宁技术
革新的火热故事。它是由全国劳动
模范、当时铸造厂员工张成哲发明
的，它实现了在部分打磨环节用机器
工作代替手工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王荣巍指着电动砂轮机说，当
时整个沈阳铸造厂的创新热情都非
常高涨。虽然工作脏、热、累、险，但
大家却喊出“穿白大褂干活”的口号，
显示出辽宁工人乐观、豁达、不畏艰
险的工匠精神。在大家的努力下，最
终沈阳铸造厂研制成功了“三化、五
机、十条线”，其中“流态自硬砂生产
线”“无触点振动自动化生产线”是上
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全国最先进的
铸造工艺生产线，能自动完成一系列
流程，噪音、粉尘都极大地降低。

肯付出。在三线建设中，沈阳
铸造厂援建了陕西鼓风机厂铸造车

间、兰州石油化工设备厂、辽河油田
等工厂，送人才、给设备，很多沈阳
工人从此扎根他乡、奉献一生。

在工博馆内，除了翻砂车间，
还收藏着数千件从全国各地汇聚
而来的珍贵工业遗产。其中，包括
红旗二号导弹、大庆1205钻井队的
钻头、新中国第一台六尺皮带车
床、C620-1 普通车床等在新中国
工业史上的名牌产品。

然而保留保护仅仅是深耕工
业遗产价值的开始，想让这些宝贝
在当下持续散发生命力还需要在
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创新。近年
来，工博馆在扩建展馆、丰富展品
的同时不断提升“软件”建设，通过
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活动、丰富多
彩的研学讲座、主题鲜明的临时展
览等方式不断吸粉，让展馆中锈迹
斑斑的钢铁大块头“活”起来、“火”
起来。2023年，工博馆共接待游客
53 万余人次，在劳动节、国庆节等
假期更是频现预约爆满。

接下来，工博馆将会继续在展
陈升级、文创开发等方面发力，努
力打造全国工业旅游新地标。

一座老厂房珍藏多个“共和国工业第一”
本报记者 孙大卫

网民于某为了博人
关注，在平台发布了一
条某地将发生 6.0 级地
震的不实视频，不但引
发一些群众恐慌，而且
自己也被处以行政拘

留，网络“造假”真是害人害己。
互联网飞速发展，网络谣言也随

之而来，既有针对个人的诽谤，也有捏
造公共事件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究
其原因，无外乎为了流量、为了涨粉、
为了获利。

想吸引人本无可厚非，但要“取之
有道”，必须牢记一点：网络并非法外
之地。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散布谣
言可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我们每个人在上网
冲浪时，“边界”意识绝不能丢，遵规守
法可尽享网络之乐，传谣造谣必将受
到法律惩处。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治理。营
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必须以“零容忍”
态度坚决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对平台
而言，要真正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内
容管理，做好内容审核，尽到守土之
责。对职能部门而言，要加大打击力
度，形成强大威慑，让网络谣言无处遁
形。对公民个人而言，要提高警惕、自
警自律，擦亮双眼、严加甄别，不信谣
不传谣不造谣。

面对网络“造假”，每个人都可能
成为受害者，打击整治网络谣言没有
旁观者，需要人人参与，同心协力让网
络清除浊流、长流清流。

打击网络谣言
没有旁观者
刘 乐

走进辽宁工业遗产·沈阳铸造厂

1 月 17 日下午，丹东市
星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
开展的“汇聚星火力量 共筑
时代梦想”迎新春联欢会暨
银杏筑梦·圆梦课堂汇报演
出活动，在孩子和家长们的
欢呼声中热闹开始。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书
写春联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用
新年大合唱、诵读等文艺节目
感谢全体老师、志愿者的支持
培养和辛勤付出；学习之星、
最美志愿者等优秀人员获得
了表奖。过去的一年，为满足
孩子们渴望素质教育培训、素

质能力拓展及参与社会实践
的愿望，给孩子们创造感受传
统文化、浸润音乐海洋、了解
风土人情的机会，市民政局委
托星火社工中心开展“银杏筑
梦”品牌活动，举办近300堂

“圆梦课堂”，开设书法、声乐、
手抄报、英文诵读等公益研学
课程，惠及儿童近万人次，创
新开展“银杏树下同心缘”活
动，帮助200余名儿童完成微
心愿。

图为老师正在辅导孩子
写春联。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圆梦课堂”助力成长

本报讯 记者于雅坤报道 1月
17日，记者从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以下简称“大连公积金中心”）获
悉，2023 年，大连市发放个人住房公
积 金 贷 款 122.8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7.3%，支持2.73万户缴存职工家庭购
房 250.94 万平方米；全年提取住房公
积金229.55亿元，同比增长18%。

在个人住房公积金发放方面，大连
市公积金中心落地全省首笔住房公积
金贷款“带抵押过户”业务，为房产交易
节省时间和成本。在开展“商转公”业
务的基础上加推“商转组”业务，与21家
商业银行开展合作，发放“商转公”和

“商转组”贷款 67.31 亿元，节省利息
9.78亿元。调整首套房贷款、二套房贷
款自筹资金比例，将二手房贷款期限与
房龄之和由40年延长至50年，降低购
房门槛，减少购房首付压力。

在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优化租房
提取，支持新市民、青年人租赁商品住
房、保障性租赁住房按实际支出提取，
453名新市民、5898名青年人、1193名
租住已备案登记商品房的职工享受提
取新政支持，共计提取住房公积金1.23
亿元；优化购房提取，于省内率先实行
购买新建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
首付款政策，精准对接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支持968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 1.51 亿元；优化还贷提取，累计有
6599名职工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1.51
亿元，盘活个人账户沉淀资金。

大连住房公积金
提取量同比增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