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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7万名小选手参加“童书祖国好”辽沈第三届书法大赛，让大赛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不过，大赛进入到了评审环节，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从这么多参赛小选手的作品中选出水准较高的作

品，摆在了大赛评委面前。
记者采访了目前大赛初评阶段软笔、硬笔两位评审老师，听听他们怎么说。
另外，记者从大赛主委会了解到，有关大赛的相关进程、评审结果等，都将在ZAKER沈阳平台上予以公

布，关注大赛的家长和小选手们可以关注ZAKER沈阳上的相关信息。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辽宁将支持
发展速递物流和冷链物流等业务，
推动社区电商物流配送发展。省
政府近日印发的《辽宁省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
见》提出上述内容。

《实施意见》提出推进设施蔬
菜小区建设，推进“北菜南运”，到
2025 年，全省设施农业规模达到
230万亩。建设高效精品果园，发
展草莓、树莓、蓝莓和软枣猕猴桃
等小浆果产业。稳定发展生猪、蛋
鸡、肉鸡养殖，加强非洲猪瘟、高致
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以海参、鲍鱼、对虾、扇

贝、杂色蛤、海蜇、牡蛎、梭子蟹、鲆
鲽鱼、河豚为重点，巩固海水贝类
养殖，发展碳汇渔业。以河蟹（小
龙虾）、鲑鳟、鲤、鲫、鳙、草鱼为重
点，实施淡水池塘多元化复合养
殖。大力发展以板栗、榛子、核桃、
红松籽、大枣等为主的特色干坚果
经济林。

在物流环节，《实施意见》提
出，支持发展速递物流和冷链物流
等业务，推动社区电商物流配送发
展。推动具备条件的冷链物流企
业自建或依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冷
链物流管理平台，鼓励冷链物流企
业接入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监控
平台。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董丽娜报道 2019 年，我省
检察机关起诉放火爆炸、制毒贩
毒、涉枪涉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犯罪 3474 人，起诉故意杀人、强
奸、抢劫等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 1701人。批
准和决定逮捕黑恶犯罪嫌疑人
1010人，丹东“宋氏家族”、大连徐
长元等一批涉黑组织和人员受到
严惩。

12 月 25 日，在省政协十二届
八次常委会上，省人民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对 2019年工作情况进行通
报。2019 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批
捕各类刑事犯罪 19826 件 26164
人，起诉 36353 件 47599 人。依法
办理了韩继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案等具重大社会影响案件。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起诉
黑恶犯罪嫌疑人 1758 人，同比上
升 79.6％。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
31人，同比上升 210％。纠正漏捕
44人、漏诉40人。

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
诈骗等犯罪902人，涉案金额高达
22.3亿余元的张慧生、王运生等31
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等一批重特大案件得到妥善办
理。依法严惩扶贫领域和涉农领
域经济犯罪，向78个因案致贫、因
案返贫的被害人或受害家庭发放
救助金 532 万余元。起诉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1616人。

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严格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等
界限，依法不批捕 259 人、不起诉
101 人。逐案审查全省看守所内
632 名涉嫌犯罪的在押民营企业

家，经检察机关建议或决定，32人
由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

民生领域，起诉制售假药劣
药、制售有毒有害和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品等犯罪350人，办理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案件 1738 件，起诉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犯罪 195
件230人。

刑事检察工作中，依法监督侦
查机关立案 179件、撤案 100件;不
批准逮捕 10360 人、不起诉 3655
人;提出刑事抗诉 295 件。受理监
察机关移送审査起诉807人，决定
逮捕369人，起诉677人，完成努尔
・白克力等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
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任务。立案
査办司法工作人员枉法侵权职务
犯罪 17 件 20 人。监督纠正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147 人，清理
判 处 实 刑 罪 犯 未 执 行 刑 罚 154
人。实行“派驻+巡回”监狱检察，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57 件、检察
建议82件

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受理民事
诉讼监督案件 5693 件，对认为确
有错误的民事裁判提出抗诉 181
件、再审检察建议 165 件，对违法
执行活动和审判人员诉讼违法行
为提出检察建议 1645件。监督民
事虚假诉讼108件。

在行政检察中，受理不服生效
裁判监督类案件 633 件，审结 531
件。受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类案
件382件，审结347件，发出检察建
议340件。

在检察队伍建设中，以“零容
忍”的态度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
16件20人。

今年全省审结涉黑涉恶案680件

我省3474人
因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被起诉

辽沈第三届书法大赛
进入评审阶段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董丽娜报道 今年，全省法院共
受 理 案 件 1150189 件 ，审 结 963254
件。其中，受理的涉黑涉恶案件 815
件，审结680件。

12 月 25 日，在省政协十二届八
次常委会上，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
负责人向政协常委会通报了 2019 年
工作情况，省法院受理案件同比上
升 6.64% ，审 结 案 件 同 比 上 升
10.17%。

2019 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
务保障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等规定办法，开展“规范
司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活
动，制定服务辽宁营商环境十条意
见，公开发布十大营商环境典型案
例。在“纠正涉产权错案”专项行动
中，纠正涉产权错案 16 件。在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从严惩
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犯

罪，共受理涉黑涉恶案件 815 件，审
结 680 件，结案率 83.44%。化解涉诉
信 访 旧 存 案 件 2775 件 ，化 解 率
94.52% ; 新 增 案 件 723 件 ，化 解 600
件，化解率 82.99%。

在执法办案工作中，实现对发回
重审、改判、指令再审、抗诉再审、长
期未结、久押不决、信访申诉、裁判尺
度不统一等案件专项评查的全覆盖，
把释法说理贯穿审判执行全过程，讲
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透情理，让当事

人胜败皆明、案结事了。全省法院上
网 裁 判 文 书 517942 篇 ，同 比 上 升
26.50%,在全国法院排名第 11 位；庭
审直播 100817 场，同比上升 571.17%,
在全国法院排名第12位；审判流程信
息公开率 100%，并列全国法院第 1
位，有效公开率89.07%,在全国法院排
名第5位。

建设全省统一的执行款“一案一
账号”管理系统，实现执行款发放的
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视。与

省公安厅等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
合作机制，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

“一网打尽”。目前，我省执行“四项
核心指标”，有财产可供执行法定期
限内实际执结率为 96.59%，列全国第
7 位；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案件合格率
为 100%；信访案件办结率 95.72%，列
全国第 10 位；整体结案率 87.49%，列
全国第6位。

在队伍建设中，坚决清除害群之
马，126位违纪违法干警受到处理。

我省将支持冷链物流
推动社区电商物流配送

评审现场评委老师认真查看学生作品。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吴章杰 摄

辽宁北方国际教育有限公司是
本次大赛初评评审的组织方。

“我们现在正全力组织相关老师
进行评审工作，这些老师除了本身有
一定的书法功力，我们还要求他们要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面对将近7

万件的参赛作品，初评主要是一个去
粗取精的过程。我们将公平、公正、
公开地对待每一幅作品，力求通过此
次大赛将辽沈地区具有一定书法基
础和书法天赋的好苗子筛选出来。
利用此次大赛的机会，弘扬书法艺

术，培养学生的书法兴趣和书法热
情，为辽沈地区营造爱书法、学书法、
练书法的良好氛围。”总经理秦雷光
表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隋
冠卓

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邢月
红是本次大赛硬笔初评评审之一。

“首先感谢本次大赛组委会对我
的信任，让我有幸成为本次大赛的硬
笔组评审。我初审的这些作品总体质
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低年级组中，有
很多写得不错的作品，应该是练过的，

字的细节、整体的和谐、章法和美感，
甚至有些可以有了自己的风格，从中
可以看出这些小学生都有比较扎实的
书写功底。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广大小
学生家长对于孩子的书写功底还是非
常重视的，都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
于书法的兴趣。”邢老师说。

“还想强调一下，就是作为参赛
作品，除了写得要好，还要在书写工
具、作品纸、印章等方面都要注意，作
品纸精致一些，书写工具好一点，印
章考究一些，同样质量的作品，这些
细节做得更好，成绩也会更好。”邢老
师表示。

于婷老师是大赛初评阶段的软
笔书法的评审之一，她是沈阳市书法
家协会会员、教育部中央电化教育馆
认证高级书法培训师、辽宁省优秀书
法辅导教师。

“我本身就是学校中的书法教师，
平时更多关注的是一线书法教学。俗
话说教学相长，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参

与辽沈第三届书法大赛的评审工作，
接触更多的孩子们的作品，也有利于
我教学工作的开展。”于老师表示。

“这几天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1
点左右，家里孩子期末考试都没顾
上。就我初审的这部分作品，孩子们
的基本功、书法线条的质量都挺不
错，个人感觉整体水平比上一届要高

一些，有些作品可以说是让我有惊艳
的感觉。内容上也大多选取的都是
爱祖国、爱家乡方面的题材，本身书
法艺术就是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这种
爱国主义题材更能发挥书法艺术的
魅力。这也让我在评审过程中感到
很为难，有些作品真的让人难以取
舍。”于老师介绍。

软笔初审评审：孩子们的作品让我惊艳

硬笔初审评审：硬笔书法现在很有群众基础

评审组织方：更注重邀请经验丰富的老师担任初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