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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辽年底前实现精神药品等重点品种全程可追溯

本报讯 辽沈晚报朱柏玲报道 今年
年底前，我省将实现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
选品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血液制品等
重点品种全过程追溯。药品监管者和消
费者均可线上查看到药品全过程的追溯

信息。
对重点品种追溯系统建设工作不重

视、未按规定时限建立并实施药品信息化
追溯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将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2020年
11月24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辽宁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辽宁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在沈
阳召开。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1.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2.审查和批准《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3.
审查和批准辽宁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辽宁省 2021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4.审查和批准辽宁省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辽宁省 2021 年省本级预算；5.听取和
审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6.听取和审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7.听取和审议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8.选举；9.通过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免名单；10.
其它。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和
有关事项，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动的，建议省人
大常委会授权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
明年1月20日在沈召开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市民在
沈阳市所有的献血屋献血时，可以同时进行造
血干细胞采样。

近日，沈阳市红十字会与沈阳市红十字会
医院、沈阳中心血站举行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今后，18-45周岁、身体
健康的沈阳市民携带身份证到沈阳市红十字会
医院4楼体检中心、沈阳市献血屋采集8毫升造
血干细胞血样，微信端填写登记表，就可以成为
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沈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以前市民
只能去红十字会医院进行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很多市民不方便专门去医院采集。“以后献

血的市民只要本人同意，就可以在献血屋进行
造血干细胞采样，将大大增加入库人数。”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适龄、健康的公民捐出自
己正常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体内，重建患
者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可以治疗白血病、再
生障碍性贫血等近百种致死性疾病。中国独生
子女家庭普遍在血缘关系中找到配型相合的供
者机会很小。因此，在中华骨髓库中寻找非血缘
关系的志愿捐献者十分重要。目前，中华骨髓库
库容量280余万人份入库，成功捐献1万多人；沈
阳市有1.6万人加入到中华骨髓库，成功捐献49
人。全球120多万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案例证明，
捐献造血干细胞安全、科学、无损健康。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近期，
全国多地通报了在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中检测
出新冠病毒阳性的事例。

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办主任陈建
平介绍，沈阳市增加了对包括进口冷链食品从
业人员在内的许多高风险一线人员核酸检测频
次，要求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市疾控中
心制定并下发《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采样方案》
和《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容器及外环境采样
方案》要求对农贸市场、大型商超、冷库等重点
场所的进口冷链食品包装和外环境进行采样核
酸检测，切实做到“应检尽检”防患于未然。

截至目前，沈阳市共计检测冷链食品从业
人员 1.9 万余人次，冷链食品（含包装）5000 余
份，外环境样本4000余份，结果均为阴性。

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加大了进口冷链
食品新冠病毒监测、消毒等措施。因此，公众不
要过于恐慌。

如何选购食用冷链食品：
1.在选购冷链食品时应到正规的市场和超

市，并在指定区域进行购买，不要采购不明来源
的冷链食品；

2.应正确佩戴口罩，避免用手直接接触食
品及包装表面，使用一次性手套挑选冷冻食品，
或用一次性塑料袋反套住手来挑选；

3.清洗加工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
的肉制品，防止溅洒污染，可用浸泡搓洗方式；

4.要做到生熟分开，清洗或接触冷冻冰鲜
食品后应先洗手再接触熟食；

5.烹调时应烧熟煮透，一般开锅后再保持
10-15分钟，避免生吃、半生吃、酒泡、醋泡或盐
腌后直接食用海鲜食品。同时，要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倡
导公筷公勺。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
时做好个人防护到发热门诊就医，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

沈阳200万元以下工程，不用再办理施工许
可证。这意味着沈阳的小餐饮、小商铺等个体
工商户装饰装修工程可节省不少流程和时间，
只需在网上登记备案即可开工建设。

施工许可豁免限额大幅调整
从30万到200万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何伟
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现在，沈阳市
已经将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限额进行了大幅调整，由原来的“工程投
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
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调整为“工程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
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现在上网登记备案即可开工
无需审批

“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要求，
以前投资额超过30万元的小型项目就要办理施

工许可证，如果不熟悉相关流程，可能要花上一
些时间和精力才能办下来。”何伟解释，办理施
工许可证过程，简单来说，建设单位先要向建设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然后出具相应的产权证、租
赁合同等土地权属的相关要件，施工许可、消防
等相关要件，以及质量安全监管的审批登记等。

限额调整之后，只要满足200万元及以下或
者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及以下这两个条件中
的任一个，就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建设单位只需通过网上登录沈阳市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登记备案即可开工建设，相
比之前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流程，登记备案的过
程可以说是十分简单了。使用个人电脑或者手
机登录之后，输入项目名称、项目地点、投资额、
面积等最基本的信息即可开工，没有其他审批
的流程。

如何杜绝企业故意规避办理
施工许可证？双随机抽查！

下一步，为保障新政策的顺利落地，维护良
好的建筑市场秩序，沈阳市将加大对于限额以
下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建设项目的监管力

度，建设单位虽然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但要履行好建设工程管理主体责任，建立质量
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市区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采取“双随
机”的方式加大对备案项目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按照 20%的比例进行抽查，重点检查和打击个
别建设单位故意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质量安
全制度不落实等违法行为。

此外，对于影院、KTV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来说，虽然满足条件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证，但仍
要通过相应的消防、质量安全验收才能开门营业。

全市12%建设项目
符合新限额标准

今年，沈阳市城乡建设局通过开展“万人进
万企”“营商下午茶”等系列活动，帮企业解决生
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推动各
项审批制度改革，扩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豁免
范围新政策的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做到让企业

“少跑路”、让项目“快落地”。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今，沈阳市

新办、补办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施工许可

证近810余个，约有12%的建设项目符合新限额
标准，均为规模较小的市政工程、小型房建工程
和各类装修装饰工程。“尤其是沈阳市大部分的
个体工商户装饰装修工程，新政实施后将会有
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不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证。”何伟称。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沈阳小餐饮小商铺装修不用办证了
200万元以下工程登记备案即可开工建设 超三分之二个体工商户装饰装修受益

优化营商环境辽宁在行动①

“我们企业的二期项目计划在年底开业，但有一些
小商铺施工许可证一直没有办下来，影响了装修的进
度。现在这个新政策出台之后，这些面积在几百平方
米的小商铺可以不用办理施工许可证了，为我们节省
了很多时间。”某集团沈阳棋盘山赛特奥莱总经理助理
齐宁是限额调整政策的受益者之一。他补充，正是这
个政策的出台，使整个项目准时完成成为可能。

据了解，限额调整政策出台之后，符合条件
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可以不必花费
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施工许可证，对于小餐饮、小
商铺来说，从租门市、装修到开门营业，可能最快
只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案例 新政策出台后
商铺装修准时完工

沈阳市民在献血屋可采造血干细胞

都阴性！沈检测冷链食品业者1.9万余人次

沈阳首个24小时自助诉讼服务中心建成使用

本报讯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崔晋涛报
道 近日，建设完成“全域服务、全能服务、
全时服务”的“24 小时自助诉讼服务中心”
正式亮相。据悉，这是沈阳首家“不打烊”

诉讼服务中心。
“24 小时自助诉讼服务中心”单独成

室，设置在开发区法院西北门安检大厅外
侧，有醒目标识。

市中法发布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案

本报讯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崔晋涛报
道 2020 年 11 月 24 日，沈阳市人民法院发
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治化
营商环境建设的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围绕“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标准，以加
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升司法服务和
保障能力为主线，突出了问题意识，强化了
目标导向，体现了“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工作理念。

浑南区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会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11
月 24日，浑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会正式
成立。商会目前有会员五十六个商会成立
后将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挖掘、抢救、保

护、研究、传承、弘扬、创新和发展及开发；
组织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非遗文化艺术
交流推广活动；对非遗文化产品、工艺美术
品进行研发，策划和组织非遗研学旅行活
动，并编辑出版非遗文化相关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