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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道 餐饮商
户复工率超过55%，外卖新用户周环比增幅达
到49.82%，沈阳近三成外卖商户的日订单超过
疫情前。

3 月 11 日，来自美团外卖发布的首份《餐
饮外卖复工消费报告》显示，2 月 17 日至 3 月
1 日复工两周，餐饮外卖交易额和订单量大幅
增长，火锅成为沈阳人的复工最爱。吃上心
头好，一个用户两周下了 100 单，全国排名第
四。

《报告》显示，全国主要城市新用户增幅连

续两周都超过 50%。尽管 90 后仍然是外卖消
费的主要群体，但在新增用户中，原本更偏爱
在家做饭的60后、70后消费群体异军突起，为
家里购买生鲜蔬菜、给自己买啤酒、复工上班
后给自己点一份黄焖鸡米饭，60 后、70 后分别
以36.7%、31.5%的占比成为外卖新客增长的主
力。

多人餐正在成为热门的外卖模式，用餐人
数 3 人以上的多人订单复工周环比增长超
150%。过去，在一个办公室，即便是外卖工作餐
也能凑齐个“八大菜系”。但现在，为了减少乘

坐电梯等接触环节，同事一起订同一家餐馆，轮
流取外卖成了新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闪购食材到家、钻
研厨艺成为沈阳人的新日常。春节期间，外卖
平台包括蔬菜、肉、海鲜等在内的食材类商品平
均销量环比增幅达200%，其中葱姜蒜售出393
万份、香菜销量接近百万份、人们买走了500多
万个口罩。在沈阳，酵母成为沈阳人的新宠，火
锅蘸料成为外卖销量TOP1。

随着复工复产，回到岗位的上班族更倾向
通过外卖给“居家胃”换个口味。复工以来熟食

受到极大欢迎，火锅、烧烤、香锅、东南亚菜和西
餐是最受上班族喜爱的TOP5。

为最大限度避免消费者和骑士面对面接
触，保障双方安全，80%以上的外卖订单都选择
使用“无接触安心送”服务。

在用餐环节上，复工以来，用户拒绝一次
性餐具占比周环比增长 120%以上。为避免午
饭时间人员聚集引起的感染风险，分散、错峰
就餐成为上班族的常态。复工两周以来，外卖
点餐高峰期由 11:30-13:00 延长至 10:30-14:
00。

餐饮复工超五成 火锅成沈阳人最爱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李娜报道 据沈阳市
民政局介绍，目前，沈阳对于境外来沈的老年
人、儿童、残疾人，实施分类照护；每日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定时与居家隔离的境外来沈人
员交流，疏导情绪、打消顾虑。

日前，为进一步细化“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疫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疫情扩散风
险，沈阳市民政局制定了《关于做好境外来
（返）沈人员居家隔离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一

版）》，对 2 月 18 日零时以来，自（途经）疫情严
重国家（地区）来（返）沈人员实行居家隔离和

“一人一策一档”管理。
意见指出，社区要建立境外来（返）沈人员

电子档案并将电子档案纳入沈阳市重点人群排
查管理平台，及时掌握境外来（返）沈人员健康
状况及隔离情况。建立境外来（返）沈人员居家
隔离社区主任群，及时交流信息。建立居家隔
离人员身体异常处置方案，制定应对措施。隔

离期满要及时向所在区疾控部门报告，按照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同时，社区要与有关部门做好境外来（返）
沈人员居家隔离的交接工作，详细登记居住地
址，为每名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配发防护用品，指
导其进行居家隔离，为独居或生活不便的境外
来（返）沈人员提供居家生活帮办服务，提供塑
料垃圾袋，做好生活垃圾清运工作。

不仅如此，要有针对性开展人文关怀，做好

心理疏导。对于境外来（返）沈的老年人、儿童、
残疾人，实施分类照护。每日通过电话、微信等
方式定时与居家隔离的境外来（返）沈人员交
流，疏导情绪、打消顾虑，鼓励其积极配合居家
隔离观察。

同时做好对本社区居民的情绪疏导，积极
宣传政府对境外来（返）沈人员的工作政策，普
及疫情防控常识，安抚居民情绪，提倡和谐相
处。

《沈阳市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时间截止到2020年3月19
日。

政务服务部门一次性告知
承诺事项

依据沈阳市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政务服务告知承
诺制分为容缺补正、备案管理、豁免审批三种
实施方式。

对告知承诺事项，政务服务部门应一次性
具体告知政务服务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
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准予决定应当具
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需要申请人提交
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作出承诺、作出
不实承诺和违反承诺的法律后果；申请人应当
履行接受事中事后监管的义务、事中事后监管
的具体方式、内容等；政务服务部门认为应当
告知的其他内容。

申请人根据告知内容，愿意作出承诺
的，应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
作出确认和承诺：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
准确；申请人已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自身
能够满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能
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落实相关事项并达到准予条件；愿意承担不
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愿意
接受后续监管的承诺；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
实意思的表示。

容缺补正申请政务服务部
门24小时出具决定

办理容缺补正时，政务服务部门收到申请
人的申请后，应在 24 小时内出具是否受理的
决定，送达至申请人。符合受理条件的，政务
服务部门应出具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通知凭
证，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出具决定，送达至申
请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一次性告知原因
和需补正的材料，同时履行不予审批报告制有
关程序。

备案管理办理时，政务服务部门收到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后，立即作出准予决定并送
达至申请人，并转由监管部门开展事中事后
监管。

办理豁免审批的，符合豁免审批条件的，
申请人可通过一体化平台在线下载、打印豁免
审批告知承诺凭证，以此为凭证办理其他事
项，并接受事中事后监管。

未按约定补正材料将撤销
准予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材
料的，若申请人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
提交材料或者不符合要求，政务服务部门应当
依法撤销准予决定。

监管部门在承诺期限内发现申请人实际
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要求其限期整改；
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应
依法撤销准予决定，纠正申请人不法行为，记
录其不诚信信息。产生不良后果的，应依据法
律、法规和规章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申请人未履行承诺义务2
年内不予办理告知承诺

对于责任追究，“办法”也给予明确：政务
服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
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依
纪、依法、依规处理：对申请人不履行一次性告
知义务的；在告知内容中擅自增加或者减少应
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的；申请人不
愿意承诺而强迫申请人承诺的；申请人愿意承
诺而拒绝申请人承诺的；对申请人不履行承诺
的行为，未及时作出处理决定的；其他违反本
办法规定的行为。

未履行告知承诺制有关义务的申请人，自
确认并记录其不诚信信息之日起2年内，不再
适用告知承诺的办理方式。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由相关部门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办法”由市营商环境建设局负责解释。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本报讯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政
府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方式支持企业独
立举办职业教育或参与公办职业教育，重点鼓
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二级学院、技术创新中
心、职业培训中心和生产性实训基地。

近日我省发布的《辽宁省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提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
方式支持企业独立举办职业教育或参与公办
职业教育，重点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二级
学院、技术创新中心、职业培训中心和生产性
实训基地。企业要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
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
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要根据自身

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引企驻校”，与具备条件
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
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深化工学结
合、校企协同育人，广泛推进“订单、定制、定
向”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实用
性、针对性。每所高水平现代化高职院校至少
建设1个以企业为办学主体的二级学院，每个
高水平特色专业群至少建设1个以企业为办
学主体的特色专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
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鼓励社会力量
与公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
职业院校和二级学院，2020年，初步建成10个
左右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去年，
我省食品抽检不合格发现率为2.13%，不合格
食品涉及的不合格检测项目中，存在最多的是
超范围/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昨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 2019
年我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国家级）情况。

2019 年度全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国家
级）共抽检9558批次，涉及食品大类30类，食
品细类230类，检出不合格食品204批次，不合
格发现率为2.13%。

不合格食品涉及粮食加工品等21大类。
其中冷冻饮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不
合格发现率分别为 5.88%、5.43%和 5.08%，居
前三位，酒类、水果制品、调味品、餐饮食品、蔬
菜制品不合格发现率分别为 2.70%、2.52%、
2.50%、2.29%、2.16%，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2.13%)。未在乳制品、方便食品、饼干、糖果
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食糖、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中发现不合格食
品。

不合格食品涉及生产环节39批次，不合
格发现率1.54%；流通环节146批次，不合格发

现率2.38%，餐饮环节19批次，不合格发现率
2.16%。发现不合格的业态涉及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其他（经销处等）、小食杂店、超市和商
场 ，其 中 批 发 市 场 不 合 格 发 现 率 最 高 为
4.76%；发现不合格的场所涉及小吃店、快餐
店、其他（加工点等）和中小型餐馆，其中小吃
店问题最为突出，不合格发现率为16.22%。

涉及不合格食品检测项目 37 项、累计
218 项次。其中，不合格项次发现最多的是
超范围/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共发现不合格
项目 12 项、累计 80 项次，占总发现不合格项
次的 36.70%，主要涉及糕点、餐饮食品、调味
品等 12 类食品；其次是微生物污染，共发现
不合格项目5项、累计66项次，占总发现不合
格项次的 30.28%，主要涉及糕点、肉制品、冷
冻饮品等 12 类食品；第三是品质不达标，共
发现不合格项目6项、累计42项次，占总发现
不合格项次的19.27%，主要涉及酒类、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糕点等7类食品。此外，金属
污染物污染、农兽药残留、检出非食用/禁用
物质、其他污染物污染等也均发现了不合格
项目。

沈阳市民政局出台关于做好境外来（返）沈人员居家隔离工作的指导意见

社区要建立境外来（返）沈人员电子档案

政务服务部门不履行
一次性告知义务处理责任人

支持企业独立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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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食品抽检
不合格发现率为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