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2020.3.23 星期一
编辑 孙霁 美编 任兰君

全省住宿餐饮经营单位可全面恢复正常营
业，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设置复工复产
前置约束条件，已经设置的应予以取消。

3 月 21 日，辽宁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
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住宿餐饮行
业恢复正常营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支持住宿餐饮经营单位恢复正常的经营
秩序。

住宿餐饮行业恢复正常营业是全省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标志，对稳定就业、
促进消费、保障群众生活具有重要作用。

酒店、餐馆、早餐店等
全面恢复正常营业

“意见”指出，支持住宿餐饮经营单位恢复
正常的经营秩序，全省住宿餐饮经营单位（含酒
店、餐馆、早餐店、夜宵店等）可全面恢复正常营
业，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不得设置复工复产
前置约束条件，已经设置的应予以取消。

全面实行食品经营许可、小餐饮经营许可
网上审批，在线核验营业执照，发放电子证书。

对预包装食品经营许可、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
的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延续）实行告知承诺制。
对申请小餐饮许可实行告知承诺的，在疫情解
除后60日内完成现场核查。因疫情影响未能按
时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换证的，有效期顺延至疫
情解除后30日。

鼓励预约就餐、错时堂食
提倡分餐自取

鼓励餐饮行业采用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
在店堂食要合理安排就餐空间，采取拉开餐桌
间距、隔桌安排就餐、物理隔离用餐等措施。提
供包房服务的，要合理通风、隔位就餐，并及时
做好消毒处理。鼓励住宿餐饮经营单位采取离
柜点餐、预约就餐、错时堂食、叫号取餐、间隔排
队以及扫码支付结算等多种形式服务，避免出
现人员聚集现象。

支持餐饮行业开展线上餐饮服务。除暂不
举办大型聚集性餐饮消费活动外，鼓励餐饮经
营单位快速开通线上餐饮服务、网络配送等服
务，拓宽营业渠道，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和企业复

工复产中的餐饮服务需求。倡议各餐饮配送单
位开展无接触配送服务。

培养文明用餐良好习惯。提倡分餐自取、公
筷公勺等方式，防止交叉感染。住宿餐饮经营单
位要提高员工的自我卫生管理能力，佩戴口罩上
岗，服务过程中尽量减少与顾客近距离接触。

建立从业人员健康台账
就餐、入住需测温

“意见”对复工营业食品安全保障，就餐、入
住人员健康信息跟踪提出要求。

强化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住宿餐饮经营单
位恢复营业前，应建立返岗从业人员健康台账，
营业后每日对从业人员进行晨检和体温监测。
食品从业人员所持健康证明在我省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后有效期届满，因受
疫情防控影响暂时无法重新进行健康检查的，
其健康证明视为继续有效，应在我省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解除之日起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办理。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格执行《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所有原材料应保持新鲜，严禁经营、储存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严禁在餐饮服务场所饲养和
宰杀畜禽等动物，严禁采购不明来源的食材。
海鲜类食品要烧熟煮透，不提倡生食。

跟踪监测健康信息。执行体温检测制度，
对就餐、入住的顾客做到监测信息记录准确无
误，备案留存。有条件地区可借鉴沈阳市“健康
通行码”的做法，推荐采取张贴美团“安心码”等
电子化手段，加强信息跟踪。

“意见”强调，要切实帮助住宿餐饮经营单
位解决实际困难。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复工复
产各项政策措施，加强政策解读，扩大知晓范
围，各级部门要积极履职尽责，深入实际，采取

“一店一策”的方式，帮助住宿餐饮经营单位解
决难题。

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推动住宿
餐饮企业复工复产的具体措施，加强各部门通
力合作，各负其责，商务部门履行行业指导职
责，市场监管部门落实监管职责，卫生健康部门
加强疫情监测。同时，要加强宣传复工复产政
策，确保各项政策落实见效。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辽宁住宿餐饮全面恢复正常营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近年来
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比例呈持续上
升趋势。2018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为
14.7%，比2014届的11.7%高3个百分点。

麦可思发布本科毕业生读研动机和职场发
展分析数据。2018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
的主要动机是“就业前景好”和“职业发展需
要”，占比均在五成左右。

对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的 2018届本科
毕业生国内读研比例的分析还发现，女生读研
的比例要高于男生，占比分别为15.4%和13.9%，
农村生源读研的比例高于非农村生源，比例分

别为15.6%和14.1%。
从主要动机来看，2018 届本科毕业生选择

国内读研的主要动机是“就业前景好”和“职业
发展需要”，占比分别为53%和49%。

从月收入来看，读研带来的经济回报可能
因工作时间短尚难体现。2015届本科毕业后在
国内读研人群三年后的月收入为 7371元，与学
历未提升人群（即直接就业的人群）月收入的
7419 元基本持平。但是 2015 届本科毕业后在
国内读研人群三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 77%，

“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比例”为 75%，与 2015 届本
科生毕业三年后学历未提升人群的 68%的“就

业满意度”和 63%的“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比例”
相比，均有一定优势。

对 2015 届本科毕业后在国内读研人群
三年后的用人单位类型进分析显示，33%的
人在“民营企业/个体”工作，31%的人在“政
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28%的
人 在“国 有 企 业 ”工 作 ；在 学 历 未 提 升 人 群
中，49%的人在“民营企业/个体”工作，22%
的人在“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工
作，21%的人在“国有企业”工作。

通过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发现，学历是
对毕业生晋升帮助较大的因素之一。数据

显示，2008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十年后认为对
晋 升 有 帮 助 的 因 素 中 ，“个 人 学 历 ”排 第 三
位，占比为 52%。对 2008 届本科毕业十年后
学历提升人群的岗位类型分布进行深度分
析发现，近半数学历提升人群从事“技术类”
岗位，占比为 49%，比学历未提升人群的 38%
的占比要高 11 个百分点。另外，本科毕业十
年后学历提升人群获得的职称级别相对更
高。2008 届本科毕业十年后学历提升人群
取得高级、中级职称级别的比例分别为 16%、
64%，学历未提升人群相应的数据分别为 6%
和 53%。

应届本科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呈上升趋势
2018届比2014届高3个百分点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李娜报道 昨日
是3月22日，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发送旅客 16.2万人。随着部分地区陆续调
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沈阳局集团公司
客流呈稳步回升趋势，开行旅客列车 308
列，部分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

为做好站车疫情防控工作，沈阳局集团
公司加强消毒、测温等工作，保证出行环境
健康安全。沈阳、长春、大连等车站安设无
感式测温系统，实现快速进站测温；依据客
流变化随时增开进出站口，增开安检及测温
通道，避免旅客进站聚集；车站工作人员定
时对售票室、候车室等处所进行消毒，铁路
疾控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对消毒情况进行验
收，保证消毒质量。

同时，客运系统加强车上消毒和旅客测
温等工作，对卫生间、车厢连接处、行李架、
门把手等旅客常接触位置进行重点消毒；依
据车上客流情况随时引导旅客分散就座；加
强列车运行途中测温工作，发现体温异常且
有相关症状的旅客，及时采取隔离就座的方
式，按预案及时移交当地疫情防控部门。

列车出库前也进行全面消毒，畅通列车
新风口，调整出风口风量，对回风滤网、蒸发
滤网逐一清洗消毒，动车组列车加大换气
量，确保8-10分钟完成换气，为旅客提供健
康的乘车环境。

沈阳局集团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旅客，开
行旅客列车相关信息，以铁路 12306 网站、
车站公告公布为准。同时，旅客乘火车出行
时请佩戴好口罩，并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
有序进站乘车。

经预测，今年辽河流域干流可能发生中洪
水。根据辽宁省水资源公报，去年，全省水资
源总量比平均值少约四分之一，沈阳市水资源
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多近三成。

日前，辽宁省水利厅部署今年全省防汛抗
旱工作。水利部门结合气象、水文部门的最新
研究和数据，预测今年辽河流域（含浑太河）干
流可能发生中洪水，部分支流可能发生中洪水
或大洪水；鸭绿江流域干流可能发生中洪水，
部分支流可能发生大洪水；辽南、辽西沿海河
流可能发生中洪水，局地可能发生大洪水或特
大洪水。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可能发生
的汛情风险，明确标准内洪水防范存在哪些问
题、超标准洪水如何防范，做好预案支撑，消除
隐患，最大程度降低汛旱灾害损失。围绕江河
和水库做好防洪以及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解
决好防抗救一体化工作。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根据刚发布的
《辽宁省水资源公报》，2019年，辽宁全省降水
量多于多年平均值，地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
源量和水资源总量均少于多年平均值。

去年，全省平均降水量687.2毫米，折合降
水总量 999.98 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多
1.3%，比上年多 17.3%。按流域分析，全省 12
个流域三级区中，有6个流域的降水量比多年

平均值少，有5个流域的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值
多，有1个流域的降水量与多年平均值基本持
平。其中，浑河流域的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值多
10%以下。按行政区分析，全省 14 个市，有 5
个市降水量少于多年平均值，有7个市降水量
多于多年平均值，有2个市降水量与多年平均
值基本持平。其中，沈阳市、锦州市、阜新市、
铁岭市和盘锦市的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值多
20%以上。

去年全年，辽宁省的水资源总量，即降水
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为255.98亿立方

米，比多年平均值少25.1%。
按行政区分析，全省14个市，有11个市水

资源总量少于多年平均值，有3个市水资源总
量多于多年平均值。比多年平均值少 40%以
上的为丹东市；沈阳市水资源总量为 30.49 亿
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值多近30%。

2019 年，全省总供水量 136.63 亿立方米，
其中地表水占 53.2%；地下水占 38.6%；其他占
3.6%。136.63亿立方米的全省用水量中，居民
生活用水量占 12.7%；生产用水量占 78.3%；河
道内外生态环境补水量分别占4.6%、4.4%。

预测今年辽河流域干流
可能发生中洪水

去年辽宁水资源总量比多年平均值少25.1%

沈铁管内客流稳步回升
客运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沈阳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沈
阳将围绕“五水共治”的总目标，立足沈阳实
际，着力实施新建改造7.69万人农村饮水安全
设施，让百姓喝上放心水；对68条村屯河道进
行综合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并实施南部
三期、北部二期、永安二期、朱尔二期、道义四
期、新民屯6座污水处理厂的扩建和红菱污水
处理厂的新建工程；实施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工
作，实施辽河干流防洪提升、柳河防洪治理等6
项工程建设任务和封育新增生态封育区工作，

严格落实生态红线制度，巩固浑河、蒲河、细
河、北沙河4条河流及其重要支流的生态封育
成果；实施法库、康平侵蚀沟治理工程，进一步
提高水土流失治理水平。

此外，还将继续贯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严格实行区域
用水总量控制，结合污水处理厂建设和再生水
利用，实现国家要求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
水利用率。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沈将新建改造农村饮水安全设施
让7.69万人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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