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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掉了怎么办？
种牙一小步，健康一大步

拨打（024）31213333，抢约沈阳康贝佳种植副院长
王宏洲、慕林林名医亲诊！

牙好——想吃啥就吃啥；缺牙——能吃啥
吃点啥。对很多缺牙患者来说，稀粥、面条就
是全部，想品尝正常的美食，一不小心牙床就
被磨出血泡，更痛苦的是营养不良、体质变弱，
动不动就生病，健康状况直线下滑。

缺牙生活苦不堪言
种植牙一招解千愁

缺牙有多苦，缺牙人心里都懂；缺牙怎么
办，却是众说纷纭。不少人出于价格考虑，选
择了看起来便宜的活动假牙或者烤瓷牙。据
全国连锁口腔机构——沈阳康贝佳口腔种植
副院长介绍，活动假牙不好用、不耐用，3、5年
后又得花钱换新的；烤瓷牙适用范围窄、需要
磨损至少2颗健康的邻牙、对口腔环境有着深
远的危害。而被誉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的
种植牙，不仅用起来和真牙一样舒适，更凭借
其美观有力、坚固耐用、适用广泛的压倒性优
势，强势闯入了大众的视野；平均每天只要几
毛钱的费用，也使种植牙成为无数精明的缺牙

患者的“最优选择”。

想要实惠又靠谱？
口碑强院靠得住！

种牙过程舒适、快捷，对患者来说就是个
“小手术”，但对口腔机构而言却是“以小见
大”。想要种出好用、耐用的“长寿牙”，不仅需
要先进的诊疗设备，更考验着口腔种植医生的
专业能力、临床经验和技术水平。沈阳康贝佳
斥巨资引进先进设备，聘请优秀种植名医，7年
来以实力赢得了沈城百姓的信赖和赞誉。为
了让更多缺牙人实惠种牙，沈阳康贝佳特推出

“爱牙惠牙·畅享一夏”冰点盛惠活动，欧美种
植体价格直逼底线，用冰点价格点燃口福夏
季！本周沈阳康贝佳种植副院长、种植专家组
成员王宏洲、慕林林亲诊，每天前 20 名拨打

（024）31213333 预约就诊的患者，还可获得价
值千元的爱牙大礼。要知道，催你种牙的不是
医生，而是楼下海鲜烤肉大排档的幸福烟
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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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是怎么回事？
种植牙是通过微创无痛手术，在牙槽骨内植入一颗亲骨性材料制成的种植体充当

牙根，等种植体与牙槽骨长到一起之后，再安装基台、连接仿真牙冠，完成种植。通过
即刻负重、即拔即种技术，可在种植当天就佩戴临时牙冠、恢复咀嚼功能。种植牙的作
用原理跟真牙一样，因为有牙根，它的咬合力和使用感受可以媲美真牙，使用一段时间
之后，患者甚至会忘记自己种过牙。

（024）31213333 院址：沈河区万柳塘路109号（南塔客运站旁）
沈河医广【2019】第12-23-01号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今年
年底，辽宁计划实现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双下
降两成以上，并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努力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日前，辽宁省下发《全省消化处置批而未
供、闲置土地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方案中明
确提出，到今年年底全省实现批而未供、闲置
土地双下降 20%以上。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处置是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也是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8年国家建立“增存挂钩”机制以来，辽
宁省连续两年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双下降”
任务目标。2018年处置批而未供土地5485公
顷，下降比例达16%；处置闲置土地3411公顷，
下降比例达64%。2019年，全省处置批而未供
土地 6818公顷，下降比例达 20%；处置闲置土
地1745公顷，下降比例达44%。

但由于辽宁批而未供、闲置土地“两块地”
基数大、处置难、供需脱节等问题依然存在，截
至 2019 年年底，全省批而未供土地 29947 公
顷，闲置土地 5514 公顷。在 2020 年国家下达
辽宁省批而未供处置任务中，处置面积位列全

国第 16 位，闲置土地处置面积位列全国第 14
位。为深入推进处置工作，提升土地使用效
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辽宁省将启动消化
处置批而未供、闲置土地专项行动，要求在处
置批而未供土地上，要强化解决批后征地不落
实问题，推动征地拆迁实施后的有效供应。要
多措并举，依法处置因各种原因造成的闲置土
地。要从源头上加强监管，避免产生新的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

据介绍，此次消化处置批而未供、闲置土
地专项行动将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为调
查摸底、制定方案，即5月31日之前，主要梳理

“两块地”宗地信息，建立专项数据库，细化工
作台账，形成“一宗一策”的盘活利用方案；第
二阶段为整改推进、盘活利用，6月1日到10月
31 日，全省各地对“两块地”全力开展盘活处
置，推进市场化配置，实现盘活利用信息与市
场需求有机衔接，促进“以地招商”；第三阶段
是建章立制、常态推进，11 月 1 日到年底，针
对消化处置的薄弱环节以及出现的矛盾问题，
进一步完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政策措施，确
保如期完成工作目标。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报道 建立科
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将严重失信者列
入科研诚信“黑名单”，在晋升使用、表彰奖励、
参与项目等方面“一票否决”。

我省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提到
上述内容。

我省提出，力争一年内推动全省科技界转
变作风改进学风取得初步成效，3年内取得作风
学风实质性改观，在全省形成鼓励和支持科技
创新的良好创新生态和学术环境，在全社会形

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 、尊重人才、热爱科学、
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

为此，我省部署6项重点任务：开展学习宣
传弘扬科学家精神专项行动；开展匡正风气倡
导诚信专项整治行动；开展反对浮夸浮躁、投机
取巧专项行动；开展科技“三评”正向引导专项
行动；开展优化学术民主环境专项行动；实施科
技管理体制改革专项行动。

我省建立科研诚信跨部门联合调查机制，
公开举报方式，受理投诉举报，对抄袭、剽窃、侵
占他人研究成果，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

论，买卖、代写论文或项目申请书，虚构同行评
议专家及评议意见，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科研经
费、奖励、荣誉、职务职称等失信行为，一经发
现，严肃处理，并视情节追回责任人所获利益。

实行终身追究制度，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
信行为数据库，将严重失信者列入科研诚信“黑
名单”，在晋升使用、表彰奖励、参与项目等方面

“一票否决”。有关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科研
机构、企业等单位要建立健全科研诚信审核、科
研伦理审查等有关制度和信息公开、举报投诉、
通报曝光等工作机制，对论文造假、无实质学术

贡献者“挂名”，以及导师、科研项目负责人在成
果署名、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侵占学生、团队成
员合法权益等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

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评价标志性成
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
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等“唯论文”不
良导向。建立分类评价制度，优化科研项目评
审，突出创新质量和综合绩效，让最合适的单位
和人员承担科研任务。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5
月下半月，沈阳11个区县河流水质达标，康
平县、新民市排名靠后。

根据《沈阳市区域河流断面水质综合
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沈阳市生态环境局
对全市区域河流断面每半月开展一次对比
监测，并根据断面水质上下游变化、环比变
化情况对各区、县（市）进行考核排名。

5月下半月，达标组中，皇姑区、苏家屯

区、大东区排名靠前，排名其后的分别为浑
南区、铁西区、于洪区、沈北新区、辽中区、沈
河区、法库县和和平区。其中，皇姑区和苏
家屯区环比改善幅度均超过 3 成。对于排
名靠后的康平县、新民市给予通报批评，其
中康平县连续五次位列后三名，辖区5个监
测断面全部超标，水污染防治工作有待加
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道 今年
以来，全省5000户个体工商户成功升级为企业，
今年1万户“个转企”培育目标完成过半。全省
个体工商户总体复工复产率已突破90%。

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我省个体工商户面临许多实际困难，省
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出台若干意见，
制定13条帮扶政策措施，为推进“个转企”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经过对 14 个市和沈抚改革创
新示范区近155万户个体工商户调查，目前全省
个体工商户总体复工复产率已突破90%。

不仅要让个体工商户活下去，更要活得
好。省市场监管局积极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
级为企业。把握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精准定位
培育对象，提升“个转企”质量。发挥个体工商
户年度报告大数据优 势，指导各市统筹“一县

一业”“一园一区”“一镇一品”发展格局，结合工
业产业园区、农产品深加工集聚区、服务业集聚
区、产业特色小镇、特色旅游、创业基地等情况，
确定 30536户个体工商户纳入全省“个转企”培
育库管理。

为激发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内生动力，省
市场监管局梳理编制扶持政策事项清单，建立
扶持政策落实情况定期统计通报制度，构建畅

通政府部门转企信息共享机制。依托辽宁小微
企业名录系统，向社会统一公示“个转企”扶持
政策、申请扶持导航，提升扶持政策的社会知晓
度、对接度、透明度。同时，完善绿色通道制度、
定点培育联系制度、跟踪回访制度，营造良好政
务服务环境。通过组织“个转企”专题融资对接
会、开展“送贷助转型”主题活动，推动破解融资
难问题。

全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率超90%

上科研诚信“黑名单”晋升时将被“一票否决”

5月下半月沈11个区县河流水质达标

辽宁批而未供、闲置土地
计划年底下降2成以上

田间地头上，身后丰收的农产品做背景，
镜头前的“代言人”捧着丰收的果实，尽管面对
镜头还有一点紧张，但介绍起产品时一口朴实
的锦州话，马上就让这些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产
品更有了吸引人的竞争力。

年初以来，受疫情影响，零售商需求下降、
销售渠道不畅、农产品滞销成了村民们的“心头
之患”。为了帮助农民们解决滞销难题，第一书
记们将家乡的特产搬上互联网，进驻网店、朋友
圈带货、直播间出售……锦州市市委组织部、市
委宣传部则优中选精，先后选拔出30位优秀第
一书记做所在乡镇的代言人，组团在“学习强
国”上亮相，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代言推销。

每段不到一分钟的视频，第一书记们都是
精心准备，实地考察选最具特色的丰收场景进
行录制，自己写脚本力求能简短清晰的将产品
特色进行介绍，“第一次面对镜头有点紧张，但
拿起沉甸甸的果实就踏实了，因为咱们镇的东
西是实打实的好。”第一书记们如数家珍地把
褐壳鸡蛋、暖棚葡萄、太空辣椒、黑皮鸡枞菌等
本地特色农产品“搬”上了“学习强国”，一经推
出瞬间产生了轰动效应，点击量超过百万。

系列代言视频在“学习强国”发布正值锦

州本地油桃、葡萄、黄金瓜等水果的丰收旺季，
第一书记不仅叫响了锦州本地农产品的特色
品牌，拓宽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模式新渠道，同
时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品尝。第一
书记们向全国发出诚挚邀请，欢迎大家到当地
考察特色农产品合作项目、体验乡村文化、感
受田园风光。

几天前，正在大棚里帮助乡亲们采收果实
的凌海市翠岩镇第一书记李霞接到了外省同
学打来的电话，“我在‘学习强国’上看到了你
们第一书记代言的黄金瓜，我们想多买点
……”听到这些消息，村民们激动不已，仿佛已
经看到带着浓郁果香、承载着脱贫致富希望的
一个个黄金瓜，走出家乡的小山村、销往全国
各地的景象。

“组织部和宣传部将继续合作，丰富代言
产品种类，将第一书记代言打造成精品工程，
让更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获得实实在在的收
益。”锦州市市委的工作人员说，将依托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全国推介宣传锦州的特殊
农产品，为农民朋友致富奔小康做出新的尝
试，让农村脱贫攻坚之路越走越广阔。

辽沈晚报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第一书记为锦州农产品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