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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
报道 带你将正品大牌、网红美食、
民族老字号和文化创意市集一站
式逛齐……沈阳市大东区常务副
区长亲自“代言”直播。

7 月 3 日，由沈阳市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沈阳市商务局指导，大
东区委网信办、大东区商务局、万
泉街道办事处主办,沈阳市互联网
发展联合会承办的 2020 沈阳市网
络直播带货节探店扫街直播行（大
东篇）启动仪式在大东区东中街大
悦城举行。

直播期间，网友直呼，“可靠，
可以放心地‘剁手’买买买了。”

据介绍，东中街两个在建项目
正式运营后，将进一步提升东中街
的辐射效益，形成东中街年轻时
尚、赶追潮流的消费氛围，成为沈
阳年轻人直播打卡、消费体验的标
志街区。大东区重点扶持的沈阳
龙工场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即将

启动，龙之梦购物中心、龙腾产业
园即将落户一批直播基地项目；以
汽车为主题的吉祥商业步行街改
造升级项目也将于近期开街。

这次“探店扫街”直播活动由
政府牵头，当地知名企业配合，从
根本上保证了直播带货商品的真
实性及可靠性。“这下可以放心地

“剁手”买买买了。”不少外区、甚至
外市的网友在直播间评论！

大东区商务局副局长窦玲玲
表示，大东区近年来着力于服务业
的发展，利用大东区现有的历史文
化资源，通过项目助推文商旅融合
发展。“把大东区吉祥夜市百年文
化和大东区汽车主题进行深度整
合，开街后将实现现代版商业和升
级版地摊经济的整合，以汽车造型
为主题，引进台湾美食一条街，还
有特色手工艺品，将会成为网红打
卡市民消费的热点地区。”

沈阳大东区常务副区长带货 网友直呼放心

本报讯 日前，由东北大学、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东北
振兴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四期东

北振兴大讲堂”在云端开讲。
本次大讲堂邀请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原院长、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研究

院名誉院长喻新安担任主讲嘉宾，以
“郑州市后发赶超的历程、成效及启
示”为主题，进行了多方面深入阐释。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 公共体育设施全年向公众开放；
每个区、县（市）至少建设 3 处公共滑
冰、滑雪场地；对在沈阳注册并冠“沈
阳”队名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参加国际
性高级别职业联赛给予相应奖励；统
筹规划健身休闲绿道、山地户外营
地、自驾车房车营地；每年发放500万
元惠民体育消费电子券。

近日，沈阳印发《沈阳市促进全
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并进行解读。

打造“一河两岸”
10大精品赛事

《若干措施》主要包括 6 个方面、
20条举措。其中，在扩大体育赛事有
效供给方面，包括完善重大赛事布
局，鼓励社会力量办赛，规范体育赛
事管理。提出力争每年都有国内外
顶级赛事在沈举办，巩固发展篮球、

足球、棋类等职业赛事。打造“一河
两岸”10 大精品赛事，持续提升沈阳
马拉松、“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中国赛艇大师赛等赛事品质。

每个区、县（市）至少建设
3处公共滑冰、滑雪场地

创新体育场地建管模式包括加快
体育设施建设升级，提升公共体育场
馆服务能力，推进学校等体育场地设
施开放。提出扩大冰雪场地设施增
量，每个区、县（市）至少建设3处公共
滑冰、滑雪场地，推广使用可移动式冰
场和仿真冰场。支持社会力量建设小
型体育场所，积极推广多功能、季节
性、可移动、可拆卸、绿色环保的健身
设施。推进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
步道、智慧体育公园建设，促进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提档升级。

公共体育设施全年向公众开放，
每天开放时间不低于12小时，对学龄

前儿童、学生、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
人免费开放或优惠开放。推进学校机
关及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开放体育场地
设施。新建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应在
规划设计时创造向社会开放的条件。

对新命名国家级、省级
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奖励

加快体育市场主体培育。包括
支持体育企业发展壮大，支持职业体
育发展，支持社会体育组织发展。提
出重点打造以“一河两岸”全生态体
育产业带和蒲河流域体育健身休闲
游憩带为带动，以苏家屯区白清寨滑
雪运动、和平区体育用品销售、铁西
区文体产业、棋盘山—怪坡户外运动
休闲、康法航空体育等五个功能区为
支撑的水陆空立体发展空间布局。
对新命名的国家级、省级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单位和项目，分别给予一次
性不超过 10万元、5万元奖励。引导

有条件的体育社会组织成立职业俱
乐部，对在沈阳注册并冠“沈阳”队
名，参加国际性高级别职业联赛或全
国顶级职业联赛的职业俱乐部，按项
目类别、赛事等级、赛事影响力、实际
投入、参赛成绩等，给予相应奖励。

统筹规划健身休闲绿道、
山地户外营地等

强化体育产业多元支撑。包括
促进体育产业集聚群发展，促进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体育赋能乡村振
兴。提出重点打造以“一河两岸”为
带动的体育产业空间布局；将提升智
能体育装备研发制造能力作为发展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组
成部分；发挥体育产业综合效应和拉
动作用；实施乡村“体育+”“+体育”发
展模式，充分挖掘水、陆、空资源，加
快推进冰雪、水上、山地户外、马术、
汽车摩托车和航空等体育健身休闲

项目产业化发展。

每年发放500万元
惠民体育消费电子券

统筹规划建设健身休闲绿道、登
山步道、山地户外营地、自驾车房车
营地、航空飞行营地等。

促进体育消费市场繁荣，包括激
发消费潜力，培养终身运动习惯，优
化体育消费环境。提出争创国家体
育消费试点城市，创新消费引导机
制；深入实施全民健身行动，健全完
善“15分钟健身圈”；做精做深体验消
费，有针对性地开发健身产品和服务
项目，助推全市“夜经济”发展。提出
沈阳每年安排不低于500万元财政资
金用于发放惠民体育消费电子券，推
动每名学生熟练掌握至少1项终身受
益的运动技能。以“冰雪进校园”和
三大球普及提高为重点，开展各级学
校体育联赛。

红色沃土的跃迁：从辽沈战役指挥部到工行中大支行
工商银行辽宁锦州中央大街支

行不仅仅见证了中国近代金融的沿
革变迁，更见证了工商银行的发展
壮大。

在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锦
州市，当地人习惯把工行锦州中央大
街支行叫做“老银行”“大银行”。该
行所在的建筑，建于 1936 年，原是伪
满时期中央银行锦州省分行，辽沈战
役期间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
范汉杰的临时作战指挥部。 锦州攻
坚战期间锦州指挥所三易其址，这里
是其中之一。1948 年 10 月 12 日，指

挥所移至这座大楼的地下室，10月15
日，大楼即被我三纵队二十七团攻
克，俘虏国民党军参谋部官兵 70 余
人。范汉杰本人在潜逃时在锦州地
区被抓获，仅仅持续了31小时的锦州
战役宣告结束。

现在这里因为国民党东北剿总
锦州指挥所战斗遗址，已经成为一个
红色景点和红色基因的发祥地。

“老银行”日伪统治时期是伪满
洲国中央银行锦州省分行所在地；国
民党统治时期为国民党中央银行辽
西省分行；1948 年 10 月锦州解放，这

里先叫做长城银行、东北银行，后又
统一改称为中国人民银行。1984 年
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分家，这里变成
了工商银行锦州古塔支行所在地，

2001年10月重新装修后，古塔支行中
央大街分理处搬迁到这里，并于2003
年1月重新开业。现更名为工商银行
锦州中央大街支行。

这座“老银行”，历经时空变迁，
承载近百年的历史，因其在辽沈战役
的锦州战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工商
银行中央大街支行在这块红色的沃
土上，传承红色金融的传统。锦州市
几乎所有的大型零售百货商场、二级
批发企业和物资流通企业都在此行
开户和办理业务。

现在中央银行战斗遗址老银行

成为了辽沈战役重要历史见证之一，
2019 年，经专家认定和政府批复，该
建筑被认定为锦州市第一批六个历
史建筑之一。

建筑以雄伟大气的构造、精致得
体的装饰、适度和谐的比例和协调有
序的布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锦州古老遗址的标志性建筑。

工行在这里秉承着“工于至诚，
行以致远”的价值观，践行着金融文
化的传承，让这座具有浓郁历史底蕴
的 建 筑 巨 人 ，散 发 着 强 烈 的 时 代
气息。

红色金融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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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
报道 7月 2日 0时至 24时，辽宁省
新增1例境外输入（来自白俄罗斯）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沈阳市报告
病例，属轻型病例。无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

截至 7 月 2 日 24 时，全省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156 例，治愈出院
148 例，死亡 2 例，在院治疗 6 例。
累计追踪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4368人（含境外输入病例密切接触
者），尚有7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新增确诊病例张某某，女，18
岁，山东青岛人，就读于白俄罗斯
国 立 大 学 预 科 。 6 月 26 日 乘 坐
CA722 航班从白俄罗斯明斯克机

场飞往中国，于北京时间6月27日
8 时 50 分抵达沈阳桃仙机场。按
照入境人员疫情防控规定，机场海
关采集鼻咽拭子和血清标本后，在
防护措施下转运至集中隔离观察
点。当日，同航班人员郭某某确
诊，作为其密切接触者被转运至定
点宾馆进行集中隔离。7月 1日出
现发热并伴咽部不适，7 月 2 日沈
阳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即转入省集中救治中心沈阳中
心隔离治疗。结合临床症状，经省
级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轻型确诊病例，目前病情平
稳。该患者入境后采取闭环管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截至昨日，辽西北供水工程沈北段
管线铺设工程已完成过半，计划今年
年底前具备通水条件，届时，沈阳北部
地区将全部用上优质地表水。

沈城北部地区水资源量显著减
少，水资源短缺，为彻底解决广大市民
安全用水这一重大民生问题，辽西北供
水沈北新区配套管网工程自去年年底
启动实施建设。目前，总长度73.76公
里管线，已完成管道铺设50公里。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辽西北供水工程沈北段管线
铺设工程已完成铺设的管道占工程总
长度68%。施工作业面达24处，其中
包含PCCP管道铺设、顶管施工、涉铁
作业、穿越河流以及穿越国省道施工。
下一步，将进行打压试水、沟槽回填、路
面恢复、冲洗消毒等后续工作，计划在
今年年底前就具备通水条件。

沈北新区供水配套管网工程主要
位于沈北新区和大东区，包括原水输
水管道工程和净水输水管道工程，长
度分别为1.85公里、71.91公里。工程
包括东线和北线两条线路，其中北线
管道起万米村至道义大街止，总长度
35.42公里，主要管线直径2.2米；东线
管道起万米村至观泉路止，管线总长
度约36.5公里，主要管线直径1.4米。

现在，首段沈北新区配水站至新
建北部净水厂之间的大口径的原水
管线铺设已经率先完成，项目负责人
胡俊朋介绍，由于原水管线出水量
大、水流流速快、水压高，用常规的单
根 PCCP 管可能难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这个问题，施工单位采用大口
径，双管并行的施工办法，平均分布
水量及水压，原水管线为双管铺设，
每条管线直径达到 1.8 米，管壁厚度
14 厘米，有效地解决了施工难题，确
保供水效果。

此外，在后腰堡村中铁大桥局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的二标段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采取分段作业，同步施工的
方式，分 5 个施工作业面全面展开。
为加快施工进度，整个工程投入大型
机械上百台次。目前，穿越小洋河、
南小河河底约265米管道已于5月份
铺设完成；尽管穿越102国道时，地下
管线错综复杂，车流量大，经过各方
努力，还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该项
工程的施工。

辽西北供水工程沈北段管线
年底前具备通水条件

辽西北供水工程沈北段管线铺设已完成过半。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市每区至少将有3处公共冰雪场

辽新增一例境外输入病例 来自白俄罗斯

东北振兴大讲堂云端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