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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从去年 7 月初至今年 9 月
末，有 501 名佩戴“黄手环”的老人找
到了家。

即日起，可持当天出版的辽沈晚
报到指定地点免费领取“黄手环”。

一年多时间
501名走失老人找到家

“我找不到家了……”一位老人
告诉志愿者，随后，志愿者通过老人
手腕上戴的“黄手环”帮助她联系上
了家人。原来这位老人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今年85岁的
张阿姨也患有同样的病，有一次，她

走到太原街附近迷路了，坐在马路边
的石阶上来回张望，幸好遇到爱心志
愿者，通过她手腕上戴的“黄手环”帮
她联系到家人。

“这样的场景时常在沈阳街头上
演，尤其现在天越来越冷，能帮助走
丢的老人尽快回家成为众多人的心
愿。”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
主任赵旭说，他们时常遇到迷路求助
的老人，对于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老
人，民警帮他们找家人也犹如大海捞
针，而对有“黄手环”的老人，民警只
需十几分钟就能帮其找到家。

赵旭介绍，从去年7月初到今年9
月末，有 501 名戴“黄手环”的走失老

人，在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的帮助
下，通过手环里面存放的家属联系方
式，联系到家人。“戴上黄手环就像随
身携带身份证，公安人员和社会爱心
人士能准确联系当事人的家属，而且
不会造成信息泄露。”赵旭补充说。

免费为1000名老人
发放“黄手环”

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
老龄化日益严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俗称老年痴呆）也在不断增多。他
们常见的表现就是语言表达有问题、
东西摆放错乱、情绪和个性改变、丧

失主动性、判断力和警觉力下降等。
而最主要的就是丧失对地点的概念，
也就是市民常说的走丢。

为了帮助那些容易走失的老人，
即日起，本报联合沈阳市夕阳公益遗
嘱服务中心启动“黄手环”公益活动，
免费为 1000 名老人发放“黄手环”。
老人外出迷路时，热心市民或者民警
可以通过“黄手环”上的信息找到老
人的监护人。

什么是“黄手环”？

此次发放的“黄手环”就是黄色
腕带，可以戴在手腕上。里面留有纸

质监护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老人外
出迷路，路人可以打开“黄手环”上面
的信息密封口，取出纸质信息片，拨
打监护人的电话号码，通知其家人。

如何领取？

如果您是 60 岁以上且有此需要
的老人或者老人家属，可持当天出版
的辽沈晚报到指定地点领取。

领取地址：和平区西塔街98号二
楼（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
16：00，周六、周日休息)

报名电话：66598077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一年多时间 501名老人通过“黄手环”找到家

即日起持本报可免费领取“黄手环”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本周日（10月25日）下午1时30分，市民
可到辽宁省博物馆，听著名考古学家郭
大顺带来的题为《礼出红山——牛河梁
祭祀建筑群址再解读》的讲座。

郭大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
誉院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
发现并主持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
址发掘、发掘报告编写和前期保护规划。

牛河梁祭祀建筑群址北方南圆、北庙
南坛的组合与布局，具有规范化从而制度
化的特点，且表现出强大的传承力。这既
是五千年前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连
绵不断的实证。本次讲座郭大顺先生将
为大家解读牛河梁祭祀建筑群址，带领大
家领略红山文化的独特魅力。

讲座地点为辽宁省博物馆佩文斋。
市民需要预约来馆参观，佩戴口罩，在安
检处出示“两码一证”，即预约码、健康码
和身份证。可以进入“辽宁文化云”微信
公众号预约参观。

周日可来辽博
听考古学家解读
牛河梁祭祀建筑群址

出境前需要体检吗？用接种
疫苗吗？需要做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吗？用大量购买口罩吗？

一年一度的留学季又到了，
日前，记者就市民关心的留学出
入境问题采访了沈阳海关，对市
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一一解答。

问：出国前需要体检吗？
答：《国际卫生条例》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
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出
境一年以上的留学生均需要提前
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进行出
国体检，体检合格，由保健中心签
发“健康检查证明书”，俗称“小
红本”。如果学校对预防接种有
要求，还需要在保健中心接种疫
苗，接种成功后，由保健中心签发

“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
书”，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小
黄本”。只要两个小本本都到手
了，出境健康检查这一关就没什
么问题了。

问：留学生通常需要接种哪
些疫苗？

答：在接种疫苗方面，每个国
家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美国极
其重视麻风腮、流脑、百白破疫苗
的接种，英国通常要求接种流脑
疫苗，前往非洲、南美洲等黄热病
疫区，则必须接种黄热疫苗，美国
通常是要求接种疫苗最多的国
家。很多留学生出境前需接种两
支以上疫苗，两支疫苗之间通常
需要间隔 28 天以上，请留学生提
前做好安排。

问：出国需要做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吗？

答：我国海关没有规定出国
必须接受核酸检测，但境外部分
国家及学校可能会有这样的要
求，沈阳海关保健中心能够为市
民提供这项服务，只需要提前预
约，就可以到保健中心办理。检
测结果为阴性，就可以拿到中英
文对照的核酸检测报告。

问：需要从国内大量购买口
罩吗？

答：现在北美的亚马逊以及
各大网上超市均可以订货，部分
超市也有少量现货库存，但有些
地方会限制购买数量，所以大家
适量购买即可，不必过量。如果
担心购买困难，也可以从国内携
带一些口罩出去。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是否
买到放心食品是市民关注的热点，
近日，朝阳市 7台食品快检车开进
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商场、超市门
口。

日前，朝阳市各县（市）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全部配备了大型移动
食品快检车，这辆食品安全快检车
具有移动性、多元化、即时性三大
特点。随停随测，上车就检，短时
间内就能得出快检结果。而且检
测车上设施齐全，配置有一体化便
携式食品快速检测系统、有便携式
真菌毒素快速检测仪、ATP荧光检
测仪、食用油质量检测仪、肉类水
分检测仪等高、精、尖快速检测设
备，可以对在售的蔬菜、水果、水产
品、猪肉、豆制品、米面油等食品进
行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瘦肉精、食
品添加剂、非法添加等项目的检
测，检测项目与以往传统的手提快
速检测箱相比，从 20 余项扩展到

100 余项，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食
品快检项目。大部分检测项目都
能在10-30分钟左右完成。

据了解，食品快检车未来将充
分发挥四大作用：一是食品安全监

管“侦察兵”作用。二是应急处置
“排头兵”作用。三是重大活动保
障“支援兵”作用。四是科普宣传

“通讯兵”作用。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记者 张辉

一站式食品快检车朝阳“上岗”

出国留学咋防疫？
沈阳海关给你支招

她着急回家却记不清家的位置，家属急寻她却不知在哪，最后老人手腕上的“黄手环”帮助她联系上了家人。
这位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为帮助这些容易走失的老人，重阳节前夕，辽沈晚报联合沈阳市夕阳公益遗嘱服务中心启动“黄手

环”公益活动，免费为1000名老人发放“黄手环”。

食品安全快检车上设施齐全。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记者 张辉 摄

鞍山市的李庆广痴迷钟表收藏，
15 年来，他收藏了老式钟表 1500 余
座，这些钟表均是上弦的机械式木质
钟表。未来建一个钟表博物馆是李
大哥的一个梦想，他希望把自己收藏
的钟表展示给世人，让更多的人通过
钟表了解时代的变迁。

10 月 23 日，在鞍山市铁西区四
达路的一处二层门市内，记者见到了
李大哥和他的满满两层楼的宝贝藏
品。近 200 平米的房子里，各式钟表
琳琅满目，木质的机械钟表挂满了墙
面，过道处、楼梯处也堆得满满当
当。李庆广今年 50 岁，他一脸憨厚，
在楼上楼下里来回走动，热情地给记
者介绍他的宝贝。

“我收藏这些玩意有15年的时间
了，几十年历史的钟表有 1500 多座，
因为空间有限，不能全挂在墙上，有的
只能放在角落里摞在一起堆放。”李庆
广说，这些钟表从各地收购而来。沈
阳产的金杯牌，鞍山产的号角牌，上海
产的三五牌，长春产的白山牌，八十多
个品牌，许多都是纪念款的，生产的数
量不多，现在存世量更少。

“我特别喜欢听钟表的嘀答声”，
李庆广的藏品里，大部分为国产的机
械钟表，这些中国的木质钟表很有年
代感，很多人会在看到某一款钟表勾

起童年的回忆。就在记者与李大哥聊
天时，一名网友找到李大哥，对地上一
个烟台产的老式机械座钟仔细端详。

“我在一次跟李大哥视频连线时，
看到了这款宝牌座钟。我小时候在姥
姥家生活，那时候枯燥的童年经常看着
这款座钟发呆。后来上学离开了姥姥
家，这个伴随童年成长的老钟被舅舅当
废品卖了。”这位网友最后以收购的价
格从李大哥手中转走了这款座钟。

最初收藏钟表源于 15 年前，李

庆广在逛旧货市场的时候无意当中
看到一款老式钟表。这款钟勾起了
他的童年回忆。

“我小时候家里穷，看到邻居家条
件好的家里挂钟就无比地羡慕。当我
在旧货市场看到这款老物件的时候爱
不释手，当天就买了回来。从这第一
个藏品开始就一发而不可收，越收藏
越多。”李庆广说。

“后来收了一些老式钟表品相不
好，损坏严重，我就开始尝试自己维

修。有一次买回来一个损坏严重的，
自己捣鼓修复。里面的机械零件也是
觉得挺神秘的，刚开始也修不明白，后
来就一边在网上学习修理机械，一边
研究这些钟表的历史，可以说这些钟
表已经成为了我的精神寄托。”

这么多年李庆广一直初衷不改。
在他眼里，钟表就是一切，已经占据了
他的生活，并且不知不觉到了痴迷的
程度，看见喜欢的钟表就会不顾一切
地买下它。因为李庆广在圈子里逐渐
有了名气，一些网友会将收来的钟表
送到他那里，李庆广也会和圈中好友
交流交换一些彼此间的藏品。

“我特别喜欢、着迷，看见了就特
别心动，虽说买这些东西挺费钱，但
舍得买，觉得钱在钟表面前就不是
钱。有时候，积累了一些同款的钟
表，有网友朋友过来找我交换，我们
互通了有无。但我喜欢的钟表绝对
不会卖，我自己家里的 6 个挂钟就永
远不会转给别人。”李庆广说。

采访中，李庆广告诉记者，中国
造的一些木质古钟越来越少了，对古
钟感兴趣的人也不多了，他的目标就
是建一个钟表博物馆，把自己收藏的
钟表展示给世人，让更多的人通过这
些年代久远的钟表了解历史。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王鹏

鞍山大哥15年收藏古钟1500余座

沈阳市钟厂生产的两款金杯牌挂钟，右边那款在体型上比普通款大出很多。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