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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推进物联网建设给电梯“看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
婷报道 2019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站项目建设申报工作已经启
动，每个新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将得到
一次性补助资金20万元。

2019 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建
设申报在符合规定条件基础上，主要从符
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领创人中选拔推
荐：一是在一线工作的历届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者中，仍未被确定建设国家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的高技能人才，优先纳入大师工
作室项目建设范围；二是继续选择某类行
业（领域）技能拔尖、技艺精湛并具有创新

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带徒传技方面
经验丰富、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
工作的高技能人才，支持其纳入大师工作
室项目建设范围。

今年，全省将新建一批省级技能大师工
作站，同时对“十二五”期间评估合格、运转良
好、成果显著的技能大师工作站继续给予政
策资金支持。

新建工作站设立条件、进站注册人员选
聘、政策资金支持等要求，继续按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站项目建设有关规定执行，各市将重
点推荐以辽宁工匠为代表的高技能领军人才
作为领创人申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婷
报道 在沈阳地区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的博士后科研
人员，以及在沈阳地区企事业单位开展辽宁省
企业项目博士后工作的博士后科研人员，将得
到每人5万元的资助。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将得到 30 万元的资助。符合条件的单位可随
时申报。

博士后资助申报者需是经全国博士后管理
委员会、辽宁省博士后服务中心批准，在沈阳地
区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开展科研工作的博士后科研人员，或者是
经辽宁省博士后工作服务中心批准，在沈阳地

区企事业单位开展辽宁省企业项目博士后工作
的博士后科研人员。每人资助5万元。

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辽宁省博士后
工作服务中心批准的，在沈阳地区新设立的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每个资助 30 万元。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每个资助10万元。

符合条件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辽宁省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博士后进行开题报告后，
以单位形式申报沈阳市博士后资助。可随时申
报，随时受理。根据各单位的实际申报情况，沈
阳市将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博士后分批予以资
助。2019年第一批沈阳市博士后资助材料审核
时间截至2019年4月30日。

沈阳将资助
符合条件的博士后5万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丽娜
报道 今年 3月份，沈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
上涨 0.8%，同比上涨 12.7%。144平方米以上新
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1.7%，同比上涨 16.2%，领
涨全城。

丹东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1.9%，创全国
70个大中城市单月最大涨幅。

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3 月
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4 个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涨幅比上月

回落 0.1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月
扩大 0.1 个百分点；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降低
0.1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2.2%，涨幅比上月扩
大 0.2 个百分点；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11.4%，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

喜新、喜大的消费需要，使得沈阳 144平方
米以上的大面积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持续升
温。数据显示，3月份，沈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12.7%。其中，90平方
米以下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
10.6%；90-144 平方米面积区间新建商品住宅
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13.0%；144 平方米以
上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环 比 上 涨 1.7% ，同 比 上 涨
16.2%。

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来看，3月份，沈阳二
手住宅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9.8%。其中，90
平方米以下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9.8%；90-144平方米二手住宅环比上
涨 1.2%，同比上涨 10%；144 平方米以上二手住

宅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9.9%。
从我省其他几个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指数来看，3月份，大连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
1.0%，同比上涨 13.7%；丹东新建商品住宅环比
上涨 1.9%，同比上涨 20.2%；锦州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13.5%。

数据显示，以上三个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
也均呈现双涨局面。3月份，大连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1.1%，同比上涨8.8%；丹东二手住宅价
格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8.3%；锦州二手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7.2%。

3月沈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8%
3月份丹东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上涨1.9% 创单月最大涨幅

辽宁将为每个新建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补助20万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柏玲报道 支持和
鼓励电梯生产、使用单位运用物联网技术对电梯进行远程动
态监测，进行安全科学诊断；推行电梯保险试点工作；开展老

旧电梯评估改造……沈阳发布 2018年沈阳市特种设备安全
状况，对今年电梯等特种设备监管工作进行了介绍，并对去
年沈阳市特种设备监管情况进行了总结。

沈阳今年将推进电梯物联网建设

今年，沈阳将创新电梯安全监管模式，包括
推进电梯物联网建设，支持和鼓励电梯生产、使
用单位运用物联网技术对电梯进行远程动态监
测，进行安全科学诊断；探索电梯按需维保。依
托无纸化维保、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技术手段，对符合相关标准的电梯设备和
维保单位探索开展电梯按需维保工作，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推行电梯保险试点工作，发挥责
任保险事前防范与事后补偿功能，促进电梯安
全管理、保障公共安全和维护各方权益。

今年，沈阳将开展老旧电梯评估改造工
作。根据国家和省老旧电梯评估标准，依照相
关区县的申请组织专家团队进行评估，对于漠
视电梯安全隐患不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整改

的地区，依法提请市政府予以挂牌督办。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上海、三亚等地已

经开展了电梯物联网建设试点。以三亚为例，
2018 年 6 月，三亚市电梯应急救援中心正式成
立。除配备热线电话、专业人员外，该中心还构
建了智慧电梯物联网安全管控信息平台，运用
物联网技术为广大乘客筑起一道安全守护网的
同时，也让电梯具备了自己“看病”的能力。

平台可以实时收集电梯运行大数据，为电梯
建立完备电子档案，同时将基于大数据对电梯故
障情况分析，实现维保电子记录、电梯年检预提
醒等。比如电梯的油杯需要加油、钢丝绳拉长需
马上检测等问题，电梯会自动将情况反馈给平
台，从而实现自己“看病”、防患于未然的目标。

开展全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集中整治
沈阳今年将组织开展全市特种设备安全隐

患集中整治，研究构建企业特种设备风险管控
和隐患排查工作体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和使用特种设备行为。

指导、督察区县全面开展气瓶充装单位的
年度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和
调查工作。

去年沈阳新登记特种设备4626台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

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
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特种设备。

截至 2018 年底，沈阳共有特种设备生产
（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466 家，
其中，设计单位 56 家、制造单位 111 家、安装改
造维修单位299家。

2018 年 ，沈 阳 新 登 记 特 种 设 备 4626 台

（套）。截至2018年底，全市在用各类特种设备
111219台。其中包括,：锅炉2948台、容器20364
台、电梯63558台、起重机13729台、厂内机动车
10425 台、大型游乐设施 188 台、客运索道 7 条，
另有压力管道 2119.56 千米，民用、工业用气瓶
74.5万余只，车用气瓶近3万只。另有移动式压
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227家。其中，液化石油
气充装站119家、工业气体充装站21家、移动式
压力容器充装站11家、车用气瓶加气站76家。

立案查处62起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截至 2018年底，沈阳市共有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专职机构21个（市级2个、区县级19个）、兼
职机构 138 个，持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
1712人。

全市全年共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执法
监督检查 5157 家（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185 人（次），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248 份；立
案查处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62 起，收缴罚没款
149.8万元。

沈阳市有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33
家。去年全市检验机构对 4624 台（套）特种设
备（不含气瓶）的制造过程进行了监督检验，发
现并督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问题 20 处；对
9201 台（套）特种设备的安装、改造、修理过程
进行了监督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各类问
题 2971 处；对 79237 台（套）在用特种设备进行
了定期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各类安全问
题6412处。

去年发生1起特种设备一般事故 死亡1人

2018年，全市发生1起特种设备一般事故，
死亡1人。

2018年 7月 21日 11时，位于辽宁省沈阳市
法库县大孤家子镇拉马桥村的某商贸中心库房
内，该中心员工刘某操作叉车作业时，将半箱玻
璃（重量：1350kg）叉起瞬间，玻璃箱体向叉车前
方倾倒，将位于叉车左前方，推扶玻璃箱体的工

人李某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于13时30分死亡。
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该单位安全监管

主体责任未落实，负主要责任。具体表现在现
场安全管理混乱，未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规章
制度和岗位安全技术规范，操作人员未按照要
求持证上岗，对违章操作行为未及时进行制止
和纠正。

从沈阳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来看，主要存
在四个方面问题。

部分企业不能主动履行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申报检验等法定义务，甚至超过检验周期长
时间不安排检验，未能有效建立实施岗位责任、
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

没有按要求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
员 ，对 作 业 人 员 的 安 全 教 育 和 技 能 培 训 不
够。这些都反映出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还
不到位；

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够，部分企业特种设

备超期服役，没有投入资金及时进行改造或更
换，致使设备超负荷带病运行；

公众安全知识缺失、安全意识淡薄。随着
社会的发展，电梯、游乐设施、气瓶等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特种设备数量不断增加，特种设
备的安全常识并未得到普及，人们的安全意识
还未有效提高；

此外，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电梯、气瓶
等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治理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仍然存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的数量和能
力与当前的工作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沈特种设备安全存在超期长时间不检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