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 日 ，沈 阳 出 台
《关于支持创新型产业
用 地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规定项目配套用
房建筑面积比由普
通工业用地的不超
过 15% 提 高 至
30%，可配建小型商
业、宿舍、租赁住房
（或人才房）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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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见》的实施范围，为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辉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 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中德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园。

配建小型商业面积
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0%

《意见》规定，创新型产业用地容积率原则
上不低于1.5，项目产业用房建筑面积不低于总
建筑面积的 70%。在保持主导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为满足职工居住生活需要，可配建小型商
业、宿舍、租赁住房（或人才房）等设施，同时将
项目配套用房建筑面积比由普通工业用地的不

超过15%提高至30%，其中配套小型商业建筑面
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0%。

产业用房可分割转让最大比例70%

创新型产业用地项目中的产业用房，可按
规定分割转让，分割转让比例最大可达产业用
房总建筑面积的70%，使用地单位可通过销售产
业用房回笼部分资金，缓解资金压力，培育产业
发展。

创新型产业用地项目可分割转让的产业用
房单栋建筑的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2000平方米，
可分割转让的基本单元建筑面积不得少于 300
平方米，不得分层分单元办理。开发主体采取

预售方式分割转让M0产业用房的，在达产期满
通过履约验收后，方可办理该部分产业用房的
首次转移登记。

土地出让年限原则上不低于20年

《意见》明确创新型产业用地出让价格介于
工业用地和科研用地之间，通过分割转让比例
和修正系数的变动实现地价调控。在出让年限
方面，实行弹性年期出让，原则上不低于 20年，
以5年为单位递增，体现了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
差别化定价导向，可有效降低企业使用成本，同
时提高了政府对产业用地的管控权。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不想绕着圈找车位？从现在开始，沈阳人
通过“好停车”平台，就可以直接查看目的地空
车位，还能一键导航，快速了解停车收费标准。

12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沈阳市经济信息
中心，“好停车”平台的“智能大脑”就在这里。
三包围大屏幕营造出一种犹如科幻片的场景，
炫酷大屏显示了五个数据板块，实时反映沈阳
各地区停车信息。

900余家停车场录入“好停车”

“好停车”场景项目负责人袁斌介绍，该中
心已于今年 9 月 30 日完成盛事通 APP 的开发，

“好停车”场景作为“盛事通”APP内嵌模块同步
上线运行。目前已录入900余家经营性停车场，
包括26.9万个泊位位置、收费标准、泊位数量等
信息，并支持导航服务功能。其中，554家经营
性停车场、18.3 万个泊位已实现与“好停车”场
景的互联互通，可为市民提供实时空闲泊位查
询等即时服务。

市民下载“盛事通”之后，完成认证之后，就
可以在首页上看到“好停车”功能板块。点击进
入，就可查看附近车场分布，迅速了解附近停车
场的空余泊位数、收费规则、位置以及营业时间

等关键信息。此外，还支持目的地搜索，智能推
荐目的地附近车场，提供导航功能，让市民出行
前，对自己的行程有合适的规划。

“我现在开车之前，就用这个 APP 找车位，

特别方便。”市民李先生现在已经对“好停车”平
台“爱不释手”。他表示，现在想去哪里，就直接
在APP内搜索目的地，然后一键即可导航，和以
往相比免去了很多冤枉路。

“智慧大脑”全局掌控停车资源

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交通建设管理处处长谢
宇称，停车难是现代城市的一大顽疾，不停绕圈
寻找车位的车流更加剧了交通拥堵，停车平台
如同一个“智慧大脑”，为解决城市顽疾开了一
剂良药。实时查看目的地及周边停车场泊位状
态，选择最优方案进行停车，减少车辆徘徊滞留
时间，提高路面通行率和泊位的周转率。

不仅如此，通过平台，相关部门可对沈阳全
市的停车泊位资源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专题分
析，了解全市停车资源的存量情况、接入情况和
使用情况，实现停车资源全局化、停车运营智慧
化、车主服务便民化，为市民提供停车便捷。

目前，沈阳“好停车”平台建设了 5 个专题
大数据分析板块，由底层的九大业务平台进行
支撑，通过建设城市级停车联网运行新模式，
将公建车场和社会车场的动静态停车数据进
行采集，通过精准、实时的数据形成有力抓手，
促进全市停车泊位资源的充分利用，为管理决
策提供有效数据支撑，缓解停车难和停车乱的
问题。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沈阳出台政策支持创新型产业用地

项目配套用房面积比提高至30%

沈阳900余家停车场接入“好停车”平台
包括26.9万个泊位位置、收费标准、泊位数量等信息 支持导航服务功能

为进一步加强沈阳市医疗美容服务行业
有效监管，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促进医疗美容
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就医者合法权益，按照《辽
宁省医疗美容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2）》要求，结合沈阳市实际工作情
况，沈阳市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制定了《医疗美
容卫生监督专项检查方案》，从 5 月份起至 11
月份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医疗美容服务专项
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主要目的是为了督促美容
医疗机构落实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切实履行
依法依规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和依法发布医疗
美容相关广告等要求。同时，对于生活美容机
构中出现的医疗美容等“非法行医”行为进行
重点打击。

此次专项整治检查范围为全市所有美容
医疗机构和生活美容院。

检查采用随机抽检的方式，主要检查内
容包括：检查准入资质、发布美容医疗广告
是否符合要求、美容医疗机构执业情况、所
开展项目是否进行备案、从业人员是否取得
相 应 资 质 并 按 照 规 定 进 行 注 册 、毒 麻 药 管
理、医护人员防护，核查院感疫情防控要求
落实情况，重点检查预检分诊首诊负责制、
医疗废物和医疗污水消毒处理等院感密切

相关内容，生活美容院开展医疗美容服务项
目等情况。

此外，此次专项整治以投诉举报为切入

点，围绕“非法行医”等百姓重点关注的行业问
题展开。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近日，为推进沈阳市区县生态环境
执法、监测队伍力量深度整合，探索建
立“队、站”合一工作机制，辽宁省沈阳
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受辽宁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委托，组织开展区县生态环境
执法人员现场监测上岗证考核工作。

来自和平区、浑南区、于洪区、经开
区、新民市5个区县（市）的104名生态环
境执法人员，报名参加了此次生态环境执
法人员现场监测上岗证考核。上岗证考
核分理论考核和实操考核两部分，本轮执
法人员理论考核与沈阳市下半年区县分
中心人员实操考核同步进行。

此次上岗证考核，有力带动了一线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环境监测工作能力
的提升，激发了人才队伍建设的活力,为
区县基层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更有力的
人才支撑。下一步，辽宁省沈阳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将总结此模式成功经验向
全市推广，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专题培
训，以满足现场监测工作的新形势新要
求。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沈阳环境执法人员
也需要考核上岗沈阳重点整治美容机构中的“非法行医”

“好停车”已录入900余家经营性停车场，包括26.9万个泊位位置等信息。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市对生活美容机构中出现的医疗美容等“非法行医”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沈阳市卫健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