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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2020
年11月24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2月1日起施行。
据悉，目前全省现有电梯超过22万台，并

且保有量还在以年均近 15%的速度增加。电
梯安全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备
受社会关注。

《条例》在对现有电梯管理模式中电梯的
生产、运营、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等各环
节责任主体相关职责进行具体规范的同时，充
分借助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用创新的
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为电梯安全管理赋能，为
全省电梯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集中统一管理服
务破题。这也是发挥立法对改革发展引领作
用的具体体现。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电梯费专款专用
作了明确规定，对现有管理模式下电梯安全管
理各环节行为规范、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比
较详细的规定，并强化、细化了处罚措施，督促
相关部门、机构、企业严格依法履行安全职责。

《条例》规定，电梯安全管理工作应当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
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为民服务、多元共治的原则。

《条例》规定，新安装电梯应当在轿厢内设置
视频监控设施，并配置两回线路供电系统、备用电
源或者应急平层装置；配备具有电梯运行参数采
集和网络远程传输功能的监测装置，符合电梯安
全管理服务平台数据接口标准，并实时上传数据。

在用载人电梯应当按照省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规定加装前款规定的设施、装置。

《条例》规定，电梯所有权人委托物业服务企
业管理的，电梯运行维护费用的收取由电梯所有
权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电梯运行维护费用应当用于电梯运行维
护保养、检验、检测、保险和零部件损耗更换等
日常管理费用支出，专款专用。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公布收支情况，接受业主和
业主委员会监督。

《条例》明确规定了住宅电梯的维修、更新
和改造，可以依法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老旧住宅电梯
更新、改造、大修措施，落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使用渠道，建立紧急动用维修资金程序和维修
资金缺失情况下资金筹措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电梯更新、改造、大修
和加装，探索电梯使用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2020
年11月24日辽宁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2月1日起施
行。

这部条例立足于严格落实城镇燃气管理
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聚焦解决我省城镇燃气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对标创新发展、
动态管理和安全发展新理念，以及优化营商环
境新形势，规定了推进智慧智能燃气建设、实
施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规范液化石油气经营使
用以及提升燃气经营服务质量等方面的内容。

条例的亮点之一，与电梯安全管理条例一
样，也是体现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立法思路，鼓励、支持燃气工程的智能化
应用，以引领行业创新和科技进步。

建立燃气安全管理服务平台。《条例》规
定，市人民政府应当推进燃气安全监管信息化

建设，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推动建立统一的燃
气安全管理服务平台，对燃气安全实行全程监
管。具备条件的县可以建立燃气安全管理服
务平台，与市级平台对接。管道燃气经营者应
当建立与燃气安全管理服务平台运行相适应
的信息采集机制，汇集燃气管理服务数据并实
时上传。

在使用智能产品方面,《条例》规定，新建
使用燃气的建筑应当在燃气使用终端安装具
有远传功能、流量报警以及泄漏自动切断等功
能的智能燃气计量表。既有建筑的燃气计量
表使用寿命到期应当更换为智能燃气计量表；
使用寿命未到期的，鼓励更换为智能燃气计量
表。

瓶装燃气智能化管理，瓶装燃气经营者应
当建立瓶装燃气智能管理系统，对气瓶进行动
态溯源，实现气瓶在流通环节全跟踪管理。瓶
装燃气气瓶或者其附属连接设施应当具备泄

漏自动切断功能。
此外，条例还针对瓶装液化石油气销售

乱、运输乱、使用乱、追溯难等问题，全方位全
链条地规范了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和使用，明
确了瓶装燃气经营者和用户在检查、运行、维
护、抢修和更新改造方面的责任界限。市、县
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燃气管理部门以及交通运
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瓶装燃气配送服务相
关制度，加强瓶装燃气送气服务人员、车辆的
管理，送气车辆应当设有明显标识。鼓励对瓶
装燃气实行统一配送。

为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提高燃气经营
者的服务质量，条例还对燃气经营者的责任、
燃气用户的义务作了具体规定；对安装使用燃
气泄漏报警器作出要求，规定餐饮经营者、在
室内公共场所使用燃气的、在符合用气条件的
地下或者半地下建筑物内使用管道燃气的、应
当安装使用燃气泄漏报警器。

《辽宁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建立受理报警
求助协作机制

这3个条例明年2月1日起施行
《辽宁省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新安装电梯应在轿厢内设视频监控

《辽宁省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新建筑应安装泄漏自动切断智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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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辽宁省铁路安全管理
条例》，明年2月1日起施行。

《条例》的最大亮点，就是规定了报警求助协
作机制。针对铁路安全突发事件报警中出现的
报警人普遍不知晓报警电话和受理部门的问
题。《条例》规定公安机关与铁路运输企业、铁路
公安机关建立受理报警求助协作机制，将报警求
助纳入地方公安机关110报警电话受理范围。据
此，在公安机关接到110报警电话时，即可直接将
电话转接铁路运输企业紧急处理，为化解险情争
取时间。

《条例》规定，省及铁路沿线市、县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铁路监督管理部门、铁路运
输企业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落实护路联防责
任制，防范和制止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在
铁路运输高峰期或者地质灾害、恶劣气象条
件下，铁路运输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应
急管理措施，加强铁路运输安全检查，确保运
输安全。

《条例》规定，旅客随身携带、托运的行李物
品应当接受铁路运输企业安全检查。拒绝接受
安全检查或者携带违禁物品进站的，铁路运输企
业有权拒绝其进站乘车。

《条例》主要细化了三方面内容，在国家规
定的禁止行为范围基础上，将使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以及弓弩、弹弓、气枪等攻击性器械列入铁
路线路两侧各 500 米内禁止行为范围。铁路线
路安全保护区内既有设备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
实际控制人，要加强日常巡查维护，对不能及时
排除的安全隐患，及时报告铁路运输企业或者
铁路监督管理部门、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对铁路线路两侧的塑料大棚、彩钢棚、广告
牌、防尘网等轻质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人或
者实际控制人要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对
塑料薄膜、锡箔纸、彩钢瓦、铁皮等建造、构造材
料及时清理，防止大风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危害
铁路安全。

驱车 260公里，历时 3个小时，11月 4日，
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梁平来到鞍山岫岩满族
自治县杨家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兜里揣着
的，是机关干部捐助的 3万余元助学款，被分
发给44名贫困家庭学生。

15 年来，省军区党委机关资助杨家堡镇
350余名贫困学生完成 9年义务教育学业，有
的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家住杨家堡镇的谷新悦今年再次领到助
学款，父亲告诉她，如果没有这 1000 元助学
金，患腿疾多年的父亲打算把药停了，省下钱
给她凑学费和生活费。她清楚地记得，上一
次父亲停药后，几天都没起来炕。

自2005年辽宁省军区开展教育扶贫活动
以来，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杨家堡
镇每年都有一批像谷新悦一样的贫困学子受
到资助。15 年来，省军区党委机关资助杨家
堡镇 350 余名贫困学生完成 9 年义务教育学
业，有的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

针对杨家堡镇部分贫困学生面临辍学的实
际，省军区党委机关和学校对接，开展“春暖行
动”济困助学活动。他们把家有病人、无经济支
付能力的家庭作为资助重点，采取“1+1”助学帮
扶模式，组织省军区党员干部与贫困学生结对
帮扶。何艳柳、王成广等贫困学子在省军区党
委机关干部的帮扶下，纷纷考取重点大学。

教育精准扶贫，让杨家堡镇的面貌发生
巨大改变。去年3月中旬，省军区官兵代表到
杨家堡镇捐赠图书，走进学校，参观的人都禁

不住啧啧称赞，宽敞明亮的教室，安装了教学
一体机，接入了互联网，餐厅整洁干净，老师
有了周转房。学校领导告诉记者：“这些年，
省军区除坚持发放助学金外，还开展‘万册图
书进学校’、关爱帮扶农村留守儿童等活动。”

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再教育培训，也是辽

宁省军区助学兴教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年前，省军区携手地方有关部门，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了“百名深度贫困地区教师进
省名校见学”活动。2017年 5月，车凤霞和其
他16名同校教师就接到了培训通知。

王晓 鲍明建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婷婷报道
为扩大企业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受
益率，沈阳市人社局在与统计、税务、发
改、社保等部门进行数据信息比对和资金
测算后，结合沈阳市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及
收支情况，对全市所有符合领取普通性稳
岗返还资金但未领取的企业，都采取“免
申直返”，返还金额可依据征缴机构提供
的上年度缴费记录按规定确定。共涉及
企业3.2万户，返还资金8355万元，稳定就
业岗位17.4万个。

实行“免申直返”后，由最初的企业申
报和系统筛查相结合，转向数据系统“主动
检索、智能比对”，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

“免申直返”，使政府对企业提供“免打扰服
务”，打造“不见面、免申请、秒返还”全新工
作模式，在全国首开先河。届时，沈阳市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将实现应返尽返，符合条
件的企业政策受益面达到100%。

此外，市人社局还将失业保险基金使
用情况，纳入全市行权体系建设和纪委监
委大数据平台主动接受监督。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免申直返”工作，将通过大数据
比对后，实现风险可控，创立用诚信体系
维护企业及个人的诚信，积极保证政策的
更高质量落实。

年初以来，沈阳市人社局先后4次对沈阳
市企业稳岗返还政策进行升级，涵盖了疫情期
间做好失业保险有关工作、进一步落实失业保
险支持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等方面。

3万余元助学款送到44名贫困家庭学生手中

子弟兵15年助学350余名寒门学子

辽宁省军区机关干部与贫困家庭学生一对一结对子，了解并帮扶学生。
辽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供图

沈3.2万户企业
享受“免申直返”
返还资金达835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