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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董丽娜
报道 路内停车白天1-3元/30分钟，夜间免费；
小型车拖车基础收费200元，每行驶1公里加收
10元；公交车外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每千瓦
时不超过0.65元。

12 月 17 日，沈阳发改委公布《省授权我市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对停车收
费、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费拖车费等交通服
务收费，数字电视等公用事业服务收费，电动汽
车充换电等其他特定服务收费标准等3类政府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进行公布。

“目录清单”在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中明
确，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
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
车场（库、泊位）收费标准为：车站小型车4元/小
时，大中型车8元/小时；医院2元/小时，连续停

车 24 小时以内最高 20 元；景区 3-40 元/台次。
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标准为：白天（7:00 至 19：00）路内 1-3 元/30 分
钟，最高限价 40 元/日；路外 1-2.5 元/30 分钟，
最高限价 30 元/日；夜间（19:00 至次日 7:00）路
内免费；路外4-5元/次。

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拖车费的收费标
准为：货车额定载重吨位在 5 吨（含）以下，客
车座位在 19 座（含）以下的小型车：基础收费
200元，拖（载）重每行驶1公里（不足1公里按1
公里计收，下同）加收 10 元；货车额定载重吨
位在 5 吨以上、15 吨（含）以下，客车座位在 19
座以上、40座（含）以下的中型车：基础收费300
元，拖（载）重每行驶 1 公里加收 12 元；货车额
定载重吨位在 15 吨以上、40 吨（含）以下，客车
座位在 40 座以上的大型车：基础收费 400 元，

拖（载）重每行驶 1 公里加收 15 元；货车额定载
重吨位在40吨以上的超大型车，收费标准由双
方协商确定；空驶费：基价标准的 50%。吊车
费收费标准为：事故车辆或特殊车辆需要租用
其他机械设备进行拯救的，收费标准由双方协
商议定。

在公用事业收费项目上，有线数字电视
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为：居民用户第一终端
和非居民用户各终端 24 元/月，居民用户第
二、三终端 9 元/月，第四终端及以上终端 12
元/月。

危险废物处置费标准为：医疗废物处置费
二级以上医院为 2.30 元/床日；特殊专科医院

（如口腔、传染病、妇产科医院等）为 3.30 元/公
斤；一级医院为 1000 元/月；门诊部为 300 元/
月；个体诊所为 60元/月。其他废物处置费，一

期为8元/公斤；二期为2元/公斤
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为：公交车辆

每千瓦时不超过 0.40 元，其中谷时(22：00-次
日 5：00)电动公交车充电服务费可上浮 25%；
其他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每千瓦时不超过
0.65 元。

住房物业管理费，住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
政府指导价格处于待定状态。

沈阳市发改委要求，各区、县（市）价格主
管部门不得超出该《目录清单》范围制定经营
服务性收费标准。同时，各县（市）以及享受市
级价格管理权限的区要依据本《目录清单》，对
涉及本地区定价权限的项目编制并公布本级
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并在清单
中明确具体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文件编
号等内容。

停车费、拖车费、危险废物处置费、电动汽车充电费……

沈阳公布3类政府定价
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胡婷
婷报道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科研中心昨日成
立，将通过聘请科研中心首席科学家，利用对
外开放的有利条件，支持市属医疗卫生专家
积极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与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海外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构建立
联和单位，实施国内外卫生科研合作项目。

沈阳市卫健委主任苏立明介绍，2020年
市卫健委将启动“人才建设年、科技创新年和
基层提升年”建设，大幅提升全市卫生科研能
力和水平。

在四院的遗传性眼病、十院的肺癌诊治、
妇婴的妇科肿瘤、儿童医院的疑难病个性化
诊断等重点实验室研究基础上，联合打造基
因筛查开放型平台，为遗传性眼病、喉癌、妇
科肿瘤、肺癌以及儿童疑难病提供基因筛查
诊断，实施疾病精准治疗。

此外，还将利用大样本数据，建立疾病联
合防治技术平台。发挥疾控中心、传染病院、
胸科医院、职业病院专业特点和工作基础，建
立东北地区疾病登记以及相关流行病学和公
共卫生信息监测系统。通过大样本临床数据
分析，开展流行病学与防控干预研究，参与制
定重大传染病临床治疗方案，建立疾病联合防
治技术平台。依据沈阳市疾病谱变化，针对重
点人群在疾病防控、临床诊治、护理康复等方
面需求，培育可应用、有影响的科研成果。

整合科研资源，建立样本库资源管理平
台。推进沈阳中心血站血液样本库、市妇婴

医院脐带组织库、精卫中心华夏基因库、胸科
医院肺癌样本库、何氏眼科眼基因库的建设。

打造国际化医养合作平台。针对老龄化
社会医疗服务需要，借助对外开放和京沈合
作机制，鼓励市三院、市四院、精卫中心、安宁
医院等单位与先进国家和机构加强合作，借
鉴国外老年医养先进模式和成熟服务体系，
带动更多全市医养结合机构，打造治疗综合
化、护理整体化、病房家庭化、环境生态化、管
理智能化的医养合作平台。

推进“互联网+卫生健康科技”工作，打
造医学成果转化平台。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运
用知识产权参与卫生健康项目合作，推进专
利成果转化应用。

明年还将实施四项激励计划，优化卫生
人才结构。一是科研项目激励计划。将加
大对科研立项资金投入，加大国家重大项目
的配套支持。各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
制定本单位科技创新方案，最大限度激发人
才创新创业的活力。二是科技带头人激励
计划。积极推荐学科领军人才进入各类专
家委员会或学术团体担任要职，增强学术影
响力。组建高层次人才库，打造层次分明、
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人才队伍。三
是学科建设激励计划。对科研活跃度高的
创新团队所在的专业，在专科发展方面予以
重点支持。四是青年科研人才激励计划。
选拔科研能力突出的 35 岁以下青年医务人
员，推荐青年岗位能手，予以重点培养。

近日，以“合作共赢共同推进国家物流枢
纽体系建设”为主题的东北亚(营口)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合作交流会在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
举行。国内外400多位物流领域知名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参会，探讨谋划营口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建设，及以此牵动的东北亚各区域
之间、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物流业深度合作。

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
通知》，23 个物流枢纽入选 2019 年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名单。这一“首批”名单，既是国家

物流枢纽网络建设的起步框架，更对“到2025
年达到 150 个左右”的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建
设具有标杆、示范意义。

营口枢纽名列其中，成为东北地区唯一
入选的国家物流枢纽。营口枢纽处于辐射东
北、激活东北亚、参与服务“一带一路”开放新
格局前沿，将成为东北亚国际物流核心枢纽、
东北地区海铁联运物流组织中心、辽宁港口
转型升级的物流示范基地，现代港口枢纽经
济发展的策源地。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月宏

12月17日晚，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座无
虚席，由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主办的李
洋单簧管独奏音乐会在此拉开帷幕。音乐学
院院长、党委书记出席了本场音乐会，与现场

观众共同欣赏了《大二重奏协奏曲》《弄臣》《欢
乐岛》《帕拉协奏曲》等多首曲目。这场精彩绝
伦的音乐会让观众感受到了艺术魅力，大家用
掌声祝福李洋老师的艺术之路前程万里。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营口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李洋单簧管独奏音乐会

沈阳市卫健委成立科研中心
将打造基因筛查、医养合作等5大平台

全国免费邮寄
货到付款。现在打
进电话订购的前
50名患者还可以
享受买 5送 4、买
3送2、买2送1的
特大优惠活动。

经销地址：奉天堂大药房(东顺城店)大东副食南走400米路东即是。
咨询热线:400—073—0127

尿失禁患者严重的大笑、咳嗽、打喷嚏、上
楼都会有不自主的尿意，甚至走路、站立看见
水就有反应，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该
怎么解决这种苦恼？

老祖缩泉方助你远离漏尿、遗尿，尿失禁
的苦恼！老祖缩泉方记载于《千金方》后经过
几代医者实践，使用功效也日趋完善，老祖缩
泉方肚脐给药改善漏尿、遗尿等症。

老祖缩泉方是通过神阙穴(肚脐)直接给
药，提高膀胱括约肌的控制力，达到温肾缩尿
的作用，只需每天在肚脐部位贴一个浓缩了数
10 味中药的小药膏，助你远离尿失禁、遗尿、
漏尿。

该产品效
果明显，安全
高效，白天遗
尿漏尿，尿失

禁症状改善，晚上夜尿次数明显减少，漏尿问
题大大改善，中老年尿失禁减轻得到缓解。

遗尿、漏尿有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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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朱柏玲报
道 即日起至明年 2 月初，市民可来沈阳“九·一
八”历史博物馆，赏革命历史版画展。

昨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承办的《印
记·中国革命历史版画展》在该馆临时展厅正式
对外展出。此次展出版画作品 80 余幅，属于“新
兴木刻运动”作品，均为红色艺术的经典代表，具
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陈部副主任宁
克强介绍，作为中国近代艺术史最具活力的艺术
运动，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过程和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
连，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次
展出的版画内容包括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烧杀抢
掠罪行；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联合抗日
及后方大生产的恢弘场景的作品；解放战争中的
民主运动，解放军渡长江浴血奋战的历史画面；展

示新中国成立的壮阔景象。
此次展出的木刻版画作品，有出自中国“版画

五老”的李桦、古元、彦涵、力群、王琦的作品，也有
陈执中、顾群、江丰、胡一川、黄永玉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版画代表作品，以及八路军革命根据地艺术
家集体创作的宣传革命版画。这些版画作品是画
家们以手中的刻刀为武器，与敌人做坚强斗争的
见证。强烈的画面效果，凸显了黑白张力，具有极
强的宣传、鼓舞作用。精湛的版画作品向观众再
现了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同时对于唤起民族
记忆，激发爱国热情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该展览
将展出至2020年2月初。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表
示，“今后，我馆将侧重更多内容和方向，引进和
推出适合更多层面受众的展览，为广大受众提
供更为详实、多元化的历史文化、研学交流平
台”。

感受红色艺术经典 赏革命历史版画展

《印记·中国革命历史版画展》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开展。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