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7 日，沈阳市
人社局、沈阳市教育
局、沈阳市考试院联合
发布了 2021 年沈阳市
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2021 年沈阳拟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404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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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20 年，沈阳市每年招聘教师数
量平均在数百人左右，今年的招聘数量为历年
之最，达到近10倍。

市直学校招聘61人，和平区招聘494人，沈
河区招聘 107 人，铁西区招聘 652 人，皇姑区招
聘442人，大东区招聘83人，浑南区招聘488人，
于洪区招聘 538 人，沈北新区招聘 240 人，苏家
屯招聘148人，辽中区招聘47人，新民市招聘44
人，康平县招聘12人，法库县招聘48人。

应聘人员年龄原则上要求在 18周岁以上、
35 周岁以下，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的报考人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招聘岗
位对年龄条件有特殊要求的，按岗位要求的年
龄条件执行，入职后须在本单位服务5年以上。

依据招聘教师岗位信息表，符合招聘岗位
具体资格条件的 2021年应届毕业生，截止报名
时，未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可先行报名及考
试，但须在聘用之前取得。

招聘报名全部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
不设现场报名。每名考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
报名时间为 7 月 14 日 10:00 至 7 月 20 日 16:00。
应聘人员提交报名信息后，24 小时之内初审完

毕，最后一天报名的初审时间顺延至 7 月 21 日
12:00。

考务费缴纳成功后，即为报名程序结束，不
可更改报考岗位。缴费时间顺延至7月21日24:
00。

缴费成功的报名人员，于7月27日10时至7
月31日9时登录沈阳市考试院网站自行打印准
考证、报名登记表，并妥善保管，以备资格审查、
面试环节使用。笔试时间为2021年7月31日9:
00-10:30。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胡婷婷

沈公开招聘3404名事业编制教师

数字基础设施应当作为公共设施和民用场
所的重要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建设、同时验收。市政府将建设统一政务云平
台；对医疗、交通、治安、环境实施数字化治理。

日前，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
《沈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草案分为8章64
条，从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等方面，指出沈阳数字经
济的发展方向。

政府建云平台
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各类场所

草案提出，建设数字政务服务平台，由市人
民政府推进政务服务信息系统整合，建设统一
政务云平台，实现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公共应
用支撑体系共建共享。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应当纳入国土
空间规划，市政、交通、电力、公共安全等相关基
础设施规划应当考虑发展数字经济的需要，与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相互协调和衔接。数字基
础设施应当与公共设施和民用场所的重要配套
设施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

医疗、交通、治安、环境
全部实现数字化治理

在医疗数字化治理方面，应当加强全市居

民健康大数据分析服务的系统建设，发展互联
网+医疗服务，建设互联网医院，推广电子凭证、
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电子票据的应用，实行医
疗检验、检查信息共享，拓展医疗保障数字化平
台便民应用。

交通数字化治理方面，应当发展智慧交通，
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构建综合交通大数据
中心体系，深化交通公共服务发展。

治安数字化治理方面，应当强化信息资源

深度整合应用，运用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和智能传感、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手段，提升公共安全管理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环境数字化治理方面，应当推进“互联网+
生态环境”,以生态环境数据支撑平台、信息资
源中心和业务应用平台为主体, 对接省“天空
地一体化”生态环境数字监测体系,实现环境治
理、污染源、生态保护、生态状况监测全覆盖。
完善省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支持开展体验消费、社交电商、
近场零售等新业态

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草案提出引导和支
持电子商务发展，建设电商直播示范基地，打造
高质量电商平台，发展数字商务、主播经济；支
持开展体验消费、社交电商、近场零售等新业
态，推广无人超市、自助售货等零售新模式，发
展无人经济。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设智慧物流园
区、电商快递园区，推动海陆空一体化联运中心
建设，搭建物流信息综合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批
零住餐业新业态新模式，聚焦消费升级，引导商
业模式创新，促进线上线下融合，推进大型住餐
连锁企业和大型批发市场电子商务应用。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推进和鼓励移动
支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与普及，加快金融
科技创新发展，培育数字金融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数字金融业。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数字经济发展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沈阳各类场所规划建设将配套数字设施
医疗、治安、交通、环境都实施数字化治理

《沈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各级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电子商务发展，建设电商
直播示范基地，打造高质量电商平台。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7月1日起辽宁实施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全覆盖清单管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琳报道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辽宁在范围内实
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
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四种方式分
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在中国（辽
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试
点力度，力争 2022 年底前建立简约高
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行业准营规
则，大幅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和
可预期性。

清单管理包括落实全国事项清单、
编制全省事项清单和实施清单管理。

对于审批改为备案的事项，原则上
实行事后备案，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
开展经营；确需事前备案的，企业完成
备案手续即可开展经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道 完善盛
京宫阙、宫廷礼仪，收贮皇家宝藏。历史上乾隆
皇帝四次东巡盛京，也就是咱沈阳，给盛京可是
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日前，沈阳故宫博物馆举行了题为《乾隆帝
东巡与盛京文化建设》的文化讲座，沈阳故宫博
物馆副馆长李理为您揭秘乾隆皇帝的四次东
巡，在推动盛京文化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理表示，纵观乾隆帝在位60余年，他虽发
起了平定新疆、金川等战役，但更多策划与实施
的是本朝的文化建设。除了在宫廷和京畿地区
开展文化建设，乾隆皇帝还通过东巡盛京、西巡
五台、东巡泰岳、南巡江浙等形式，前往各地拜谒
和巡幸，以倡导和宣示本朝文化盛举，以此构建

“武功定江山，文化治天下”的传统统治方略。
李理介绍，乾隆皇帝共四次东巡盛京，分别在

33岁、44岁、68岁、73岁时，于京师赴盛京祭陵，并
在盛京宫殿驻跸多日。要具体说乾隆皇帝东巡在
盛京文化建设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可以先从完
善盛京宫阙，也就是完善沈阳故宫说起。如乾隆
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改建、扩建中路建
筑群；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81-1783），增
建西路建筑群；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781-

1783），改建盛京太庙建筑群。
乾隆皇帝东巡在贮皇家宝藏方面，收获颇

丰。包括盛京太庙尊藏各代谥宝、谥册；凤凰楼
尊贮“盛京十宝”和皇帝“圣容”；銮驾库收贮御
用仪仗、乐器；飞龙阁、翔凤阁收藏帝后御用器

及宫廷陈设品、历代艺术品；敬典阁收藏皇家玉
牒；崇谟阁收藏皇家档案、文献；东七间楼收藏
皇家御窑瓷器；西七间楼收藏历代法书、墨刻和
内务府档案；文溯阁收贮《四库全书》等典籍；还
有御书匾额楹等。

乾隆帝东巡盛京都做了啥 来听讲座吧

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李理讲清帝东巡。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