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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报
道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近
日，记者从省营商局获悉，截至目前，
全省共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1777
项。这些事项，只要提供的申请材料
符合法定形式和有关规定，从提出申

请到收到办理结果全程，申请人“跑
一次”即可办结。

目前，我省已建成省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辽事通 APP”手机客户端
和微信小程序的“一网一端一站”的
全方位“互联网+政务服务”覆盖体

系。全省“一张网”覆盖了省、市、县
三级所有的政府部门，涵盖 27.1万项
业务办理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2.3%，
实名注册用户从 2018 年底的 50万到
目前的超过 1400 万，增加了 28 倍。
依托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辽

事通”手机 APP“健康通行码”功能实
现了全省各地区防疫健康信息共享，

“健康通行码”互通互认。率先完成
国务院部署的与交通运输部海事系
统数据共享试点任务。

葫芦岛“零证明城市”试点采取

直接取消、替代方式取消、集中分类解
决证明事项1319项；大连“一件事一次
办”试点在大连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
行513项单一事项库；沈阳浑南区、铁
岭调兵山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政
务服务驿站”试点工作正在开展中。

日前，《沈阳市“引博”工程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向社会发
布，沈阳市行政区域内具有一定规
模、基础和较强科研能力的企事业单
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按需要引进博
士，可享受每人每月1000元或2000元
资助。

《细则》规定，引进的博士应具有
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良好的业务潜质，
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并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全日制博士毕业生、
出站留沈博士后、全日制在读博士研
究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意向协
议，且承诺两年内取得毕业证、学位
证）。

对“引博”工程审核通过的博士，
与用人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服务期限

（含试用期）的人才资助协议，可享受
连续 3 年、每月 1000 元或 2000 元资
助。其中，各类企业和市属事业单位
引进的博士，每人每月资助 2000 元；
驻沈中省直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引进的博士，每人每月资助 1000
元；各类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提前引进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每人
每月资助2000元。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道 我省有听力障碍患者 38.6 万
人，由于疾病、耳部感染、耳毒性药
物、噪音等因素，每年新生听障儿
童占出生婴儿 1‰—3‰，约 1000
余人。

8月25日是第四个全国残疾预
防日。8 月 24 日，辽宁省残联举办

“救助静音天使、加强残疾预防”暨
听障儿童康复救助复诊复训暨防
聋科普助残特别活动。在活动现
场，介绍了我省听障儿童救助和康
复方面的情况。

活动现场，不仅有省卫健委带

来全省新生儿如何免费筛查的政策
解读，还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耳病专家马秀岚教授带来的耳
病预防及治疗的科普讲座。盛京医
院和省残疾人服务中心耳科医生还
在现场对听障儿童和成年残疾人进
行了免费听力义诊筛查。提供听力
辅助器具的2家爱心企业奥地利听
力植入公司和沈阳智康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分别向辽宁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捐赠了现金5万元和价值30万
元的助听器，并向听障儿童家长及
听障残疾人讲解了人工耳蜗和助听
器使用与保养方法，为现场的50余

名听障儿童佩戴的助听器和人工耳
蜗进行了免费调机。

辽宁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残疾
报告》显示，我国是世界上听力障
碍者最多的国家，全国有听力障碍
者 2780 万人，其中 0—6 岁听障儿
童 13.7 万人。我省有听力障碍患
者 38.6万人，由于疾病、耳部感染、
耳毒性药物、噪音等因素，每年新
生听障儿童占出生婴儿1‰—3‰，
约 1000 余人，其中，符合康复救助
条件的听障儿童为500余人。

“国务院和省政府相继出台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对包括听障
儿童在内的0—7周岁儿童进行全员
救助，我省在国家救助标准的基础
上，救助力度逐年加大，实现了提标
扩面。同时对家庭困难的城乡贫困
家庭的重度残疾儿童在康复训练期
间还增加了生活补助，并且不计入
家庭年度收入”。该负责人表示，省
卫生健康委、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社会爱心单位携手助残，让贫困
家庭重度残疾儿童重回有声世界。
同时对我省符合救助条件的成年残
疾人配置了助听器，帮助听障残疾
人摆脱因病因残致贫的困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董丽娜
报道 近日，辽宁省司法厅出台《关
于全面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
的意见》，从行政复议受理、审理、
作出、执行、指导监督、工作机制、
工作保障等方面，对各级行政复议
机构提出全面要求，以进一步强化
行政复议层级监督作用，提高行政
复议办案质量和社会公信力，以确
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职。该意见的
制发，启动了全省行政复议规范化
建设快捷键。

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
的自我纠错监督制度，行政争议化

解的主渠道，在规范保证行政权力
科学运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切
实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天然优
势。通过规范化建设，实现行政复
议流程有序化、文书标准化、人员
专业化和办公场所统一化，有利于
从行政复议办案中发现行政执法、
社会治理与法治政府建设中的痛
点、堵点和难点，倒逼依法行政，对
于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通过
全面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工
作，可以让全省行政复议渠道更畅
通，工作制度更完善，工作流程更

规范，人员素质再提高，行政复议
权威性、公信力持续增强，优势得
到更好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
作用更加凸显。

按照该意见，全省行政复议机
构需要在履行立案前行政复议权
利告知、立案登记、申请材料接收、
不予受理决定的监督等职责时均
需遵守相关规制，以确保人民群众
能够及时、有效行使行政复议权；
健全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工作机
制，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全
部实行实地调查核实证据，聘请专
家参与调查、论证等。全面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调解工
作的意见》，注重行政争议实质性
化解，将行政复议调解贯穿于行政
复议办案全过程；统一案件审查标
准，确保对同类案件在同一地区审
理结果基本一致，对同一法律法规
适用意见基本一致。

据悉，辽宁省司法厅将结合依
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进展情况，
适时对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情况
进行督察，加强对各行政复议机构
的指导监督，夯实基础，以全面提
升全省行政复议规范化水平。

全省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按下快捷键

全省1777项事项“最多跑一次”

辽每年新生听障儿占出生婴儿1‰—3‰

沈今年取消两千台以上
高排放营运柴油货车营运资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
报道 今年，沈阳将取消高排放营运
柴油货车营运资质2000台以上。严
厉打击超标车辆，在城市出入口、柴
油货车行驶重点路段持续开展联合
路检路查；对柴油货车开展遥感检
测，力争每年完成2万辆以上。对有
超标排放行为的营运柴油货车不予
办理年审。

不合格车辆
不予核发营运资质

为推进沈阳市柴油货车污染整
治和老旧柴油货车淘汰工作，降低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日前，沈阳市蓝天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沈阳市强化柴油货
车污染整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
作方案）。

工作方案明确，整治工作将以
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为重点，
通过严格二手车转入监管、规范检
测行为、落实禁限行制度、严厉打
击超标车辆等措施，推进柴油货车
淘汰，深化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按照计划，2020年取消高排放

营运柴油货车营运资质 2000 台以
上，注销高排放柴油货车3000台以
上。从2021年起，力争每年取消高
排放营运柴油货车营运资质3000台
以上，注销高排放柴油货车5000台
以上。

对达不到国Ⅲ排放标准柴油货
车强化定期检测。从2020年10月1
日起，调整达不到国Ⅲ排放标准柴
油货车检测频次。按车辆注册时间
每3个月进行一次上线检测，检测不
合格车辆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识和
营运资质。

今年底前
重新划定低排放区

今年年底前，沈阳将重新划定
低排放区。适时扩大低排放区范
围，进一步加严高排放车辆禁限行
区域和时段。并严格按照《沈阳市
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机动车及非道路
移动机械低排放区的通告》要求执
行，通过电子抓拍与路面执法相结
合的方式，对国Ⅲ排放标准的中、重
型柴油货车违规驶入低排放区域
的，依法予以查处。

同时，沈阳还将强化排放检验
机构运行监管。对伪造排放检验结
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依
法予以查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超过规定记分值
的，实施停业整改，整改期间机动车
排放检验机构不得出具检测数据和
检测结果。

遥感检测超标车辆
逾期不复检予以查处

今年，沈阳将严厉打击超标车
辆，加大柴油货车联合路检路查力
度。生态环境、公安交管、交通运输
部门建立完善常态化工作机制。在
城市出入口、柴油货车行驶重点路
段持续开展联合路检路查。对于超
标车辆，由生态环境部门检测取证
并开具复检通知单，公安交管部门
实施处罚，同时将超标信息移交交
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逾期未复检
车辆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

同时，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将组
织在柴油货车密集的道路，持续开
展遥感检测，力争每年完成20000辆
以上。遥感检测超标车辆每月由公

安部门协助推送信息，责令车主30
日内到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复
检。复检合格，不交检测费；复检不
合格，需交检测费；逾期不复检的依
法予以查处。

在强化老旧柴油货车注销登记
方面，沈阳将对达到国家强制报废
标准的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车及其他
车辆，依据有关规定全部予以报废；
三个检验周期未通过检验的，强制
注销。

同时，加快推进老旧国Ⅲ排放
标准柴油营运货车取消营运资质。
组织开展打击柴油货车非法营运专
项行动，严厉查处违法车辆。对有
超标排放行为的营运柴油货车，不
予办理年审。引导营运高排放老旧
柴油货车退出营运市场。

此外，按照国家部署，沈阳将污
染控制装置生产企业、排放检验机
构、维修单位、运输企业、施工单位、
纳入环境信用体系管理，相关企业的
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信
息要按规定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依《辽宁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修订）》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对
环境信用良好的企业实施联合激励。

沈企业引进博士
每人每月最高资助两千

辽宁县区首个
综合性应急救援机动大队
在绥中县挂牌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5 日发
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
显示，当前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
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
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报告称，网约配送员有别于传统
快递和仓储物流等职业。在配送环
节上，网约配送员是点对点服务，无
集中取送和中转接驳。在配送范围
上，网约配送具有很强的本地化、生
活圈化特色，主要服务于餐饮外卖、
B2C零售、商超便利、生鲜宅配、同城
闪送等，不存在远距离异地配送。从
配送技术上，网约配送员是移动互联
网技术革新的直接产物。

据新华社

每天“在跑”网约配送员
已达百万级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报
道 日前，我省县区首个综合性应急
救援机动大队在绥中县挂牌。该机
动大队由50名队员组成，主要承担本
县区域内森林火灾扑救、生产安全事
故救援、防汛抢险救援、地质灾害救
援等综合性应急救援任务。

据了解，绥中县投入资金 460 余
万元，组建了综合性应急救援机动大
队。目前，该机动大队采取“边建边
练边战”的方式，立足各类复杂灾情，
正在开展专业理论学习、应用体能达
标、专业技术训练、合成操法训练，开
展实战拉动演练，同时还将与相关部
门和专业力量开展联合演练，全面提
高专业化处置水平，有效增强救援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