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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
道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
决定在东北地区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为主体设置国家儿童区域医
疗中心，这是2017年国家启动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以来首个设置的
专科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我省也成
为目前东北地区唯一获批省份。

2016 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及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正
式出台，我省立即部署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对标对表启动创建工
作。经过 3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在沈北院区儿童医

学中心建设已初具规模，依托大学附
属医院以及综合医院优势，进一步完
善了儿科相关科室设置，近三年儿童
患者年均重症病例4362例，急诊量由
年 42.8 万人次提高到年 46.6 万人次；
发挥技术优势和引领作用，在全省构
建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规范诊疗和
综合保障管理体系，成立盛京儿科联
盟，现成员包括东北及内蒙古地区共
47家单位；新生儿科等六个亚专业全
部获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小儿外科连
续七年居复旦最佳专科排行榜全国排
名第三，小儿内科连续七年全国排名
前十名，均为东北区域第一名。今年

8 月，国家正式批准中国医科大学附
属盛京医院成为东北地区儿童区域医
疗中心，成为国家首个设置的专科类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将负责东
北区域内儿童疑难危重症的诊断和治
疗，示范、推广儿科适宜技术；辐射和
引领东北区域内儿科专业发展和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并推动人才培养，加速
研究成果临床转化；牵头构建东北区
域儿童医疗服务和疾病防治网络；与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协同，加强学术交
流和区域协作，完善我国儿童医疗服
务体系。

东北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正式落户辽宁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截至目前，辽宁9783个行政村实施
了生活垃圾分类，占全省行政村的
85.2%，今年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
工作目标是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

近日，国务院公布的2020年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名单上，辽宁省北票市和盘山县榜上
有名。此前，新宾满族自治县、辽阳
县、东港市和盘锦大洼区 4 县（市）区
也曾获评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
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据介绍，辽宁省自2017年启动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新宾发明的“五指

分类法”，灯塔市创造的“农家肥堆沤
法”，为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提供了可学
习、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经验。

其中，新宾的“五指分类法”形成
了“户分类、户处理、少出院、零填埋”
的“新宾模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各
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典范，吸引了
江苏、河北、新疆等 10 个省（区）的 40
多个市、60 多个县区 560 余家单位学
习考察。

北 票 市 从 解 决 农 村 环 境 卫 生
“脏、乱、差”问题入手，采取“户分类、
村收集、乡(镇)转运填埋”的垃圾收集

处理模式，形成源头分类收集、中间
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理的完整链
条。盘山县实现了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率达100%，资源化利用率达35%。

为实现今年全省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覆盖 90%以上的行政村，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各地要加大对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
指导力度，积极推广新宾“五指分类
法”和灯塔“农家肥堆沤法”等易学易
用、操作简便的分类方法，并分级分
片开展培训，支持各市采取适当物质
和精神奖励措施，激励村民广泛参
与。

今年辽9成以上行政村实施垃圾分类 “3D 打印可以让我根据自己的
想法制作”“同一件原型大家制作出
的作品都不一样”。日前，省科技馆
一楼的“3D打印体验课堂”活动区吸
引了许多中小学生前去体验。

据了解，这是由沈阳工业大学创
新设计科普基地与省科技馆联合开
展的“3D 打印科普文化专题系列活
动”之一。省科技馆还将举办“3D打
印创意作品展”。

沈阳工业大学副教授于学斌通
过几部纪录片、电影片段让现场的青
少年及家长初步了解了3D打印的概
念、原理、特点以及应用，接着他通过
演示斯坦福兔子的制作方法，指导青
少年在现场进行制作，他还为现场观
众展示了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制作

过程。
“在中小学普及 3D 打印技术有

利于青少年创造能力的培养，因为
3D打印技术能够将创意快速物化成
作品模型，让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就
感，从而激发出对科学、艺术设计、发
明创造的兴趣。学习和掌握3D设计
与3D打印有助于提高孩子们的综合
素质。”于学斌介绍说。

据介绍，于学斌老师带领他的学
生团队，自2012年起坚持做青少年创
新设计科普达八年之久。一位学生
家长现场感悟：“老师在讲述过程中
非常注重对孩子思维的引导，不是直
接给出答案，而是让孩子来体会、让
孩子来表达，我非常认同这样的教育
方式”。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省科技馆举办“3D打印科普文化活动”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辽宁省组织
实施“十四五”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节水改造总体方案的技术审核工作，
截至 8月末，辽阳、凡河、西四等 16座
中型灌区的审查已全部完成。

据介绍，实施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目的是加快补齐中型灌

区工程体系短板，创新灌区管理体制
机制，确保我省粮食安全、推进区域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8 月以来，省
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审核中心按照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对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总体方案以及相关附
表、附图等资料进行合规性审查，并
进行了质询答疑和讨论评审，提出了

修改意见。
在各灌区修改报告陆续上报后，

专家组重点对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
析、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及工程投资
进行复核，现已完成复核并形成了灌
区的技术审核意见。总体方案技术
审查通过，意味着辽宁中型灌区项目
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辽16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方案完成审核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铁西区今年启动首届消夏季，“十
大板块”活动迅速成为沈城百姓的消
夏胜地和外地游客感受沈阳风土人
情与城市文化的必游景点。

9 月 4 日 ，铁 西 区 发 布 消 夏 季
《“1+10”消夏海报》，启动“铁西工业
文化秋季游”，11 张电子海报直观的
将“十大板块”活动一并呈现。从斑

驳的百年厂区、久违的露天电影，到
神秘的扶贫盲盒、诱人的特色美食、
怀旧的绿皮车厢，再到别致的艺术展
览、火热的犀牛市集，2020 年铁西区
首届消夏季将带领百姓从盛夏玩到
深秋，让市民在文化与历史的交融、
怀旧与时尚的碰撞、夜经济与工业游
的互动中，领略沈阳“工业文化+”魅
力。

铁西首届消夏季带市民从夏玩到秋

连日来，我省全面加强对高校教
职工、学生食堂的用餐管理，切实做
好节粮工作的检查督促落实，各高校
日常餐厨垃圾回收量明显下降。这
是记者日前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了
解到的。

全省高校食堂在明显位置张贴10
余类宣传标语或宣传画4500余张。部
分高校在教职工、学生食堂墙壁明显位
置张贴“珍惜粮食 远离浪费”等宣传海
报，600余块电子屏幕滚动宣传节粮行
动，发放倡议书5.8万余份。

节粮举措方面，各高校创新不
断。辽宁科技学院等高校提供小份
量、半份量餐食。沈阳建筑大学、辽
宁师范大学等高校推出自选称重餐，

极大地减少了就餐人员的浪费现象，
每餐残余垃圾数量减少 60%至 70%。
辽宁师范大学建立订餐微信群，实现
从“食堂做什么学生吃什么”向“学生
吃什么食堂做什么”转变。

供给端的改革，同样力度不小。
省内大多高校加强与兄弟院校以及
社会餐饮企业的技术交流，提高食堂
餐饮质量。各高校还严格控制成本，
通过努力提升厨师烹饪技能，提高食
材利用率，在采购、加工、出售等环节
减少浪费，并着力提高菜肴质量，改
进饭菜口味与品种。沈阳建筑大学
等高校还积极研发新菜品，对剩余原
料、边角料做到物尽其用。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各高校日常餐厨垃圾回收量明显下降

抖音粉丝255万，直播带农货年销
售额1500万元，他却称自己只是一个

“90后”养蜂人。
燃草熏蜂、割蜂巢、收集蜂蜜，他

的视频不仅记录了养蜂的点点滴滴，
还记录了淳朴的乡村生活——田里插
秧、地里挖红薯、河里摸螺蛳……

他叫张俊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
县人。

从消防员到养蜂人，从城市回到
山村，靠着一部手机、一个支架，这个
不走寻常路的小伙子发展起了他的

“甜蜜事业”，帮全村人打开了农货销
路，自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

从消防员到养蜂人

镜头里的张俊杰，习惯穿迷彩工
装，身姿挺拔、长相俊朗、笑容灿烂。

一个夏日傍晚，记者在浙江松阳
的大山里，见到了满头大汗的张俊
杰。为了拍一段时长不到 10 秒的抖
音，他和两个小伙伴冒着酷暑反复重
拍，已在山上忙活了两个多小时。

2010年，高中毕业后的张俊杰选
择参军入伍，去绍兴当了一名消防
员。在部队里，张俊杰是尖子兵，拿过
全省比武前三名，也曾两年中50多次

进过大大小小的火场抢险救人。
2013年，在退伍一年后，张俊杰辞

掉了县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大东坝
镇横樟村，一边学习传统的养蜂技术，
一边研究销售新思路。“人们对纯天然
的好蜂蜜不是没有需求，只是没有购
买渠道。”

起初是发朋友圈、开网店，从日销
十几瓶逐渐增长到五六十瓶。

眼看着蜂蜜一瓶瓶卖出去，张俊
杰却没有在这种喜悦中沉浸太久——

“每瓶土蜂蜜的分量都很扎实，一瓶可
以吃很久。当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
亲戚朋友……想买的人都买过了，下
一步要怎么做？”

2018年，张俊杰像很多年轻人一
样，玩起了抖音，开始用短视频记录自
己养蜂的“甜蜜事业”，还起了个好听
的名字——“大山里的秘蜜”。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他，张俊杰的订单也随之扩大到了全
国各地，购买蜂蜜的人越来越多，土蜂
蜜日销量一度达到了500瓶。

村里大爷大妈们的偶像

在张俊杰的抖音里，一段他与奶奶
在家门口包红薯干的视频，收获了2000

余万次播放量；一段冒雨摘野草莓的视
频，点赞数超过130万个，评论回复近
6.8万条；一段在深山挖出“六胞胎”春
笋的视频，点赞数超过20万个……

“这些视频不仅登上了抖音热门视
频榜，对我们直播卖农产品也有强大的
带动作用。”张俊杰说，他和奶奶一起包
红薯干的那天晚上，直播了 5 个多小
时。“连夜出单1.5万多公斤，销售额约
70万元。”

张俊杰卖出了名堂，如今他在抖音
上已拥有255万粉丝，2019年直播带农
货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

“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跳出农门了，
而我兜兜转转又变成了一个农民，我觉
得我的职责发生了变化。”张俊杰说，很
多人觉得留在农村等同于图安逸、游手
好闲，他想让大家改变这个看法，在大
山里照样可以打拼出一番事业。

现在，张俊杰推广的农产品品类众
多，除了土蜂蜜以外，还有笋干、高山绿
茶、番薯干、柿饼等。

横樟村党支部书记包绍忠告诉记
者：“过去农户们缺乏销售渠道，现在通
过年轻人直播带货，像杨梅干、蜂巢蜜
这类农副产品的销量能翻一倍，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了不少农户实现增收。”

“去年，我们拍了一些村民挖笋、烘

笋的视频，粉丝们都说想买，我们就开
始帮村民卖了。带货量大的时候，一个
月能卖3000到3500公斤。”张俊杰说。

“以前没人上门买，大家烘笋干只
是为做菜或送给亲朋好友，所以挖笋的
人并不多。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
张俊杰他们能把笋干卖出去，一到出笋
季，都赶着去挖。”大潘坑村村民王建君
说，从去年到今年，全村的笋干基本都
被张俊杰他们收走了，村里的大爷大妈
把他们视为偶像。

大山里的诗和远方

在张俊杰的直播镜头里，让人
“种草”的不仅仅是蜂蜜、番薯干、笋
干等土特产，更有松阳农村的好山好
水好风光。

视频里那纯净的蓝天白云、被葱
郁树木遮蔽着的乡间小路、清澈见底
的小溪小河，美得像宫崎骏的童话。
常有粉丝留言说：“俊杰，你的直播背
景也太美了吧！”

和其他通过网络卖货的人不同，
张俊杰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买它！
买它！”式的洗脑营销，反而不紧不慢
地拍起了大山里的诗和远方。有人
评价，张俊杰是抖音里的“一股清

流”。
“我想通过分享家乡环境，让大

家更直观地了解到，我的蜂蜜是从这
样的好山好水中酝酿出来的。”张俊
杰说，没想到自己的抖音勾起了很多
人对于家乡和童年的回忆。

“喜欢你们的生活方式，青山绿
水、蔬菜都是原生态。”

“是小时候的味道，谢谢你们带
我回到童年。”

“很向往你们的生活，我们要组
队去你们家乡”……

还有很多外地粉丝把向往付诸
行动，带着家人到横樟这个大山深处
的小村落游玩，现场体验割蜜、品尝
新鲜蜂蜜。

他养的是土蜂，也就是中国本土
的中华蜜蜂，散养在松阳山区。夏天
天气热，太阳晒得厉害，蚊虫叮咬也
多，张俊杰现在的生活比从前辛苦很
多。

作为新一代养蜂人，张俊杰觉得
自己还有很多使命。他想把家乡的
优美环境分享出去，也想让更多年轻
人重新回到村里：“蜂蜜丰收对我来
说意味着开心和团聚，村子里在外打
工的各家子女们都回来帮忙，感觉比
过年还热闹。” 据新华社

一部手机一个支架“打天下”
小伙成大爷大妈们的“甜蜜”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