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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的“小巷时光隧道”
80余张老照片讲述铁西70年巨变

从新中国成立初铁西工人村到太清宫有轨
电车通车，到改革开放后居民自己开办小卖店，
再到工业区逐步转为生活宜居区……80余张图
片用编年体的方式展现了七十年来铁西百姓生
活、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变化。

这些照片全部来自沈阳市铁西兴顺功能区
高楼社区的居民们，在铁西区《小巷·时光隧道》
图片展现场，居民们给前来参观的市民讲述着
自己的经历以及照片背后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
铁西个体户井喷式发展

“我在工商系统干了一辈子，也算是见证了
这几十年来市场的变迁。”在图片展中，一张讲
述改革开放后居民开办小卖店的照片就是郭宗
利提供，虽然已是88岁高龄，但回忆起当年他仍
然口齿清晰、思路敏捷。

郭宗利告诉记者，最早的时候，个体户是被
禁止的，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取缔个
体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改变了，支持国
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铁西区也开始发放个体工
商执照，发展个体经济，搞活市场，个体经济呈
井喷式大发展。郭宗利回忆，1984年，铁西区个

体户达6600户，约7700人，占国营、集体职工的
77%，“1988年，铁西区还成为了典型，到全国交
流经验呢。”

即便是郭宗利退休之后，仍旧关注着工商
系统的工作。他介绍，到2018年，铁西区注册的
个体经营者已经达到了 8 万户，还有一大部分
都因规模扩大，变成了民营企业，“都是国家的
政策好，让企业发展起来了。”

郭宗利表示，国家经济活了，生活也好了，
四个儿女都有房有车，虽然老伴已经去世，但他
自己学会了电脑，会上网，生活很充实。

第五套广播体操
一代人的健身回忆

“大家快看，这是1973年我们在厂里做广播
体操的照片……”一位观展的市民说。

68 岁的于志贵是这张老照片的提供者，他
曾是沈阳拖拉机制造厂的职工，现在已经退休
在家。

“1973年的时候，正好推广全国第五套广播
体操，那时厂里除了做广播体操也没有别的健
身活动。”于志贵说，当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大家做操的积极性都很高，每天的7
时50分到8时20分是厂子做操的时间。

于志贵回忆，广播体操当时也更新了好多
套，直到1983年前后，大家的健身活动就逐步丰
富起来了，唱歌、国标舞、棋牌等等。

现在于志贵已经被居民选为小区的业委会
主任，同时也是文艺团的团长，他与物业沟通，
利用小区的公共空间为百姓提供一个健身娱乐
的场所。“我们文艺团现在有40多人，不全是退
休的，还有一些年轻人，有舞蹈演出、健身等各
式各样的活动。”

在于志贵看来，这几十年来，最大的变化还
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想要的东西都有了，想干
啥干啥，精气神都不一样。”

祖孙三代社区工作者
见证小巷70年变迁

事实上，这次图片展的发起者是高楼社区
的书记黄敏，“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我们社区的老党员们一商量，就想办这么一个
图片展。”

从今年 2 月份起，黄敏开始向社区的居民
征集老照片，共计80多人参与，征集了200余张
照片，最终选取了80余张能够反映时代变化的
照片进行展出。

黄敏告诉记者，她们家祖孙三代都在社区

工作，从祖母到母亲再到她，她们一家见证了社
区的变迁。

1966年，黄敏的祖母是兴齐居委会的主任，
当时居委会工作主要就是调解邻里之间的矛
盾，“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奶奶还把不少邻居家
的孩子都送下乡了。”

黄敏的母亲是社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名
干事，当时沈阳外来人口多了，她母亲下班之后
还要到各家转转，看看有没有怀孕的，还有就是
像保洁员一样清理楼道等进行综合治理。

“新时代下，社区承载的民生服务工作就
更多了，虽然有了不同的变化，但我们还是要
把国家的政策落实好。”黄敏说。随着“三城
联创”工作的开展，一些老旧小区的环境也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们自己认领绿地，
楼道杂物被清理，30 多年的老社区也变得越
来越美。

在图片展现场，80余张居民提供的照片，被
划分为东方红、探索前行、向左转向右转、在希
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中国梦、
建设美丽中国八个区域，讲述着铁西百姓生活、
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变化。

此次《小巷·时光隧道》图片展将在高楼社
区持续展出15天。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琦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
婷报道 2018 年沈阳全市共 12 万余人次无偿
献血，采血量近 40 吨，而血液占人体体重的
8%，40 吨相当于 1 万名体重为 100 斤的成年
人全身血液总和。今年 1 至 5 月份，约 5 万人
次无偿献血，采血量为 16 吨，与去年同期相
比基本持平，血液供需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平
衡状态。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
“人人享有安全血液”。辽宁省血液中心（沈
阳中心血站）对沈阳市无偿献血志愿者进行
了表彰。沈阳众多热心市民、学生、志愿者等
主动到采血站、采血车上献血，市政府值班室
党支部集体到位于中街的献血屋进行了无偿
献血。

辽宁省血液中心（沈阳中心血站）办公室

主任陈阳介绍，目前全市共有 15 个采血站，6
个无偿献血采血车。近年来，沈阳每年无偿献
血者都在 10 万人次以上，年采血量达到 40 吨
左右，基本满足了沈阳地区各医疗机构的用血
需求，确保了沈阳市医疗救治的安全防线。

不过每年的七八月和刚过完的春节是献
血的淡季，为了保证在淡季以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时，能够有充足的临床用血，目前沈阳
市已经成立了“医务人员应急献血者队伍”和

“沈阳市中小学教师应急献血者队伍”以及机
关队伍等 10 支由不同人群组成的 8000 多人
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一旦需要，这些人员
将会第一时间献血。

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市用血情况平稳，没
有出现某类血型明显紧缺现象。陈阳表示，
为保证献血者和血液使用者的安全，无偿献

血前都会对献血者的一些健康指标进行检
查。健康的成年人如果要捐献全血，每次需
要间隔 6 个月以上，一年最多献两次；如果是
捐献血小板，也就是成分血，只需要间隔 21
天就可以再次捐献。如果你有 50 公斤体重，
就有 4000-5000 毫升血液，每次捐献 200-400
毫升，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捐献出来不会对
人体有影响。在采血安全方面，采血工具都
是一次性的，严格遵照国家标准进行采血，不
会因为采血而传播疾病。

此外，沈阳市还设有“熊猫血”献血志愿
者联络群，也有一支 1000 多人的 RH 阴性血
队伍，当有患者急需“熊猫血”时可以进行招
募捐献。专家呼吁，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如
果能更多地成为固定的无偿献血者，将有助
于临床用血来源更加稳定、安全。

今年前五个月
沈阳约5万人次无偿献血

1984年10月，改革开放后，居民刘桂琴自己开办的小商店。 社区供图 1973年5月，沈阳拖拉机厂工人第五套广播体操表演。 社区供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吕洋报道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公安
局公交（地铁）分局获悉，自 5 月 25 日
沈阳地铁九号线投入运营，沈阳警方
成立地铁第三治安派出所，全力确保
地铁九号线安全运营。

警方介绍，地铁第三治安派出所
暂设在沈阳市铁西区强工二街 17 号。
该分局专门抽调有站区警务工作经验
的民警、辅警 215 人，在沈阳地铁九号
线每个地铁站内设置一个警务室。

目前，全部 20 个警务工作室已配
齐 警 务 设 备 和 装 备 。 至 昨 日 ，成 立
20 天里，地铁第三治安派出所协助地
铁运营单位盘查重点可疑人员 500 余
人，可疑物品 200 余件，抓获网上逃犯
6 人。

此外，该派出所还服务群众 400 余
次，其中包括寻找遗失物、问路、帮助
老人乘坐地铁等。

地铁第三治安派出所
成立20天抓6名网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