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意见》提出，培育一批智能制造及智
能服务试点示范标杆企业，开展省级绿色工厂
创建，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强制性审核，支持企
业开展节水、节能、低碳等认证。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的新材料中小企业，推进新材料产业
集聚区建设；鼓励钢铁企业进行节能和环保改
造，打造绿色工厂；依托重点企业发展高端铝
合金。辽宁将重点发展智能家电产业，增加中

高端消费品供给。同时，培育壮大日用化学品
企业，提升本省日化产品影响力。

《实施意见》要求，强化食品风险分级管
理，制定风险隐患清单；对食品摊贩实行登记
备案管理；以一、二类生产企业为重点，持续开
展飞行检查，公开检查和处理结果。在婴幼儿
配方乳粉等领域积极推进质量可追溯体系建
设，完成乳品生产企业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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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将实行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及风险调查；探索服务
业质量管理、产品质量担保、缺陷产品召回等
领域法治研究和实践应用。

探索构建质量增信融资体系，将质量水
平、标准水平、品牌价值等指标纳入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和授信参考条件；鼓励政府部门向社
会力量购买优质服务，依法限制严重质量违法
失信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辽宁还将对新
获得中国质量奖、鲁班奖、“中华老字号”等国

家级奖项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推广现代
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

《实施意见》要求，推广现代学徒制和企
业新型学徒制，鼓励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通
过共建技能大师工作站、组织技师研修、联
合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项目等方式，培
养培训高技能人才；创建省级劳模和工匠人
才创新工作室，建立“辽宁工匠”分级培养体
系；坚持开展在工匠技师中培养选拔“辽宁
工匠”活动。

探索缺陷产品召回的研究和应用

明年三级医院非急诊患者全面预约
时段精确到1小时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经淼报道 到 2020 年，全省各市全面启动胸
痛、卒中、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
救治五大中心建设；三级医院实施非急诊患者
全面预约诊疗，预约时段精确到1小时。全省
将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体

系。辽宁将重点发展智能家电产业，增加中高
端消费品供给。探索服务业质量管理、产品质
量担保、缺陷产品召回等领域法治研究和实践
应用。

辽宁近日下发的《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上述
内容。

三级医院实施非急诊患者全面预约诊疗
辽宁将梳理编制省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和

办事指南；引导和扶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
服务；持续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标准，提
高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实现医联体
内远程医疗全覆盖。到2020年，全省各市全面

启动胸痛、卒中、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
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设；三级医院实施非急
诊患者全面预约诊疗，预约时段精确到 1 小
时；基层和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责任险覆盖
率分别达到50%和100%。

完善多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体系

《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省生产性
服务业质量顾客满意度达到85%以上；生活性
服务业质量顾客满意度达到 80%以上。全省
将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体
系；培育和保护“老字号”企业，发展品质化特
色美食。到2020年，规模以上社会餐饮单位、

“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明厨亮灶”达
到90%以上。

推动大型工业企业网上阳光采购试点，加
强与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开辟产品网上销售渠
道。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到2020年，省级工业电子商务试点达到10
个以上，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达到20个以上。

探索开展公共服务质量监测和结果通报

强化投诉处置办理机制，及时解决群众供
水、供热、供气等投诉事项。探索开展公共服
务质量监测和结果通报。到2020年，政府质量
工作满意度监测结果达到70以上。

《实施意见》提出，全省将对关系国计民
生、健康安全、百姓关注等领域重点产品，加大
监督抽查力度；建立健全质量追溯、风险预警、
快速处置和信息通报现代质量监管体系，对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检验检测机构、

认证机构、计量机构等进行动态监管；加大生
产源头治理和执法打假力度，依法严厉查处典
型质量违法案件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
行为，加大缺陷产品召回工作力度。

在检验检测认证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将推
进质量技术资源、信息资源和实验室设施向社
会开放；优化监管查验机制，压缩通关准备和
货物提离时间；推行绿色有机等高端认证，增
加优质产品及服务供给。

辽宁将重点发展智能家电产业

建设海绵城市试点区域 发展装配式建筑
《实施意见》提出，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模式，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污水
处理；建设海绵城市试点区域、打造示范工
程。编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发展装
配式建筑，创新适应装配式建筑的全过程监管
机制；鼓励新型墙材等绿色建材生产，全面推

行绿色建筑标准。
到 2020 年，全省大中型工程项目一次验

收合格率达到 100%，其他工程项目一次验收
合格率达到 98%以上。工程实体监督抽查合
格率达到 95%，结构性建材合格率达到 90%
以上。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
柏玲报道 我省药店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
责人应具备执业药师资格；经营处方药、甲
类非处方药的，必须配有执业药师，负责处
方审核，指导合理用药。

日前，《辽宁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
实施标准》（以下简称《开办标准》）正式实施，
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此进行了解读。

《开办标准》明确了连锁总部及单体药
店从业人员资质要求。连锁总部质量负责
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执业药师资
格和3年以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
门店或单体药店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
执业药师，包括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应
具备执业药师资格；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
方药的，必须配有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
指导合理用药；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应当
按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5条的规定
配备业务人员，有条件的应当配备执业药
师，营业时间，以上人员应当在岗。

《开办标准》明确了药品零售连锁总部
的开办条件。参照上海、广东等省份的做
法，总部所辖直营门店数量应当不少于10
家，明确连锁基数，有利于促进药品零售企
业向连锁化、规模化发展。

《开办标准》提出，总部所辖直营门店
数量应当不少于 10 家，实施统一企业标
识、统一管理制度、统一计算机系统、统一
人员培训、统一采购配送、统一票据管理、
统一药学服务标准（简称“七统一”），实现
规模化、集团化管理经营。总部可发展加
盟门店，并对加盟门店的药品质量管理负
总责。加盟门店的各项管理应与直营门店
一致，加盟门店所经营的药品必须由总部
统一采购配送。

我省药店法人
或企业负责人
应具备执业药师资格

非公企业职工开户人数逐年提高

2018 年，沈阳中心归集住房公积金 204.94
亿元，同比增长 7.29%，完成全年计划 195 亿元
的105.1%。截至12月末，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
1687.34 亿元，余额 662.7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82%、7.11%。

去年，沈阳住房公积金在归集方面也呈
现出相关特点，其中，开户单位、开户人数、缴
存额连年增长，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
2018 年开户单位、开户人数三年连年增长，三
年 累 计 新 增 实 缴 单 位 5829 家 ，上 升 幅 度 为
31.4%；三年新增开户人数 430420 人，上升幅
度为 36.86%。

从开户单位属性来看，非公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其他城镇企业和社会团体
等）职工开户人数占比逐年提高，非公企业开户
人数占当年开户人数的比例高达84.16%。而在
当年开户人数中，中低收入职工占比99.78%，高
收入占比0.21%，企业为中低收入职工缴纳住房
公积金，便于让中低收入职工享受住房公积金
贷款利率实惠。

另外，“新市民”开户人数占比过半。当年
开户人数中，非本市户口的开户职工8.33万人，
占当年开户人数的51.57%。用人单位为职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增加了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增

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去年提取额达历史最高值

在提取方面，2018年，沈阳全市住房公积金
提取额160.92亿元，同比增长12.38%，达到历史
最高值；提取率为78.52%，比上年增加3.56个百
分点。

到 2018年末，沈阳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总
额1024.63亿元，同比增长18.63%。

其中，共有 53.28 万名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 160.92 亿元，住房消费提取（含购买、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贷款本息、租赁住房
等）占提取总额的 76.03%，非住房消费提取（含
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
劳动关系、户口迁出本市或出境定居等）占
23.97%。这体现了住房公积金解决住房消费
的保障功能。

当年通过购房提取支持职工购房面积
622.44 万 平 方 米 ，支 持 职 工 购 房 金 额 69.2
亿元。

另外，统计数据显示，住房公积金提取还减
轻贷款职工还款压力，推住房租赁市场。2018
年，职工用于偿还购房贷款提取 89.76 亿元，其
中，偿还公积金贷款提取 48.95 亿元，偿还商业
贷款提取35.92亿元；租赁住房提取35419人，提
取3.72亿元，占比3.04%。

满足改善需求 组合贷明显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沈阳中心发放个人
住房贷款 3.14 万笔 100.74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0.29%、28.19%；回收个人住房贷款76.87亿元，
同比增长7.36%。

去年，沈阳住房公积金贷款全年发放呈现
先扬后抑走势。一季度投放额平稳增长，二季
度随着网传沈阳市“8月限购”影响出现抢购行
为，贷款人数急剧增加，8月份沈阳市出台“限购
政策”，四季度公积金贷款受理量明显下降。

从贷款使用次数来看，首次使用公积金贷
款购房的人数 27714 人，占当年贷款人数的
88.15%；首次购房贷款金额 86.74 亿元，占当年
贷款金额的 86.10%；住房公积金主要用于保障
职工刚性住房需求的效果突显。

另外，使用组合贷款模式的人数明显增加，
当年发放组合贷款11641人、38.29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65.87%、29.80%。

沈阳中心表示，伴随着沈阳市经济发展和二
胎政策的放开，追求地段好、大户型、高单价房源
的贷款职工人数将会越来越多，公积金贷款+组
合贷款模式是购买改善性住房的最好选择。

为了让外地职工有更多获得感，沈阳中心
大力推进异地贷款服务，2018年，发放异地贷款
1864笔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75%、37.34%。

历史最高:去年沈住房公积金提取160亿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王琦报道 去年，沈阳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

额160.92亿元，达到历史最高值，其中住房消费提取占总额的76.03%；开户单位、
开户人数、缴存额连年增长，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非公企业开户人数呈逐年增长
趋势；在贷款方面，受限购政策影响，贷款总额同比下降，但保证了职工刚性需求。

日前，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沈阳市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
并对其中数据进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