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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0-24时，上海市新增1例本土新
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10月18日自德国回国，
在外地入境并落实集中隔离。11月3日解除隔
离后来沪。12月17日因外出需要，自行前往医
院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2月19日13时30分，北京市新增1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现住通州区宋庄镇华卿画
室宿舍。11月28日前往陕西省西安市考试，12
月14日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京，12月
18日因健康宝弹窗提示进行核酸检测，12月19
日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12 月 20 日 0-24 时，西安市新增 42 例本土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西安，长安大学校本部住宅
区实行封控管理。经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2021年 12月 19日起，西安
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长安中路33号长安大学校
本部住宅区和北院宿舍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12月20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
兴市新增1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

12 月 20 日，天津市新增 1 例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该人员 12 月 7 日自浙江省绍兴市上
虞区自驾返津，并按相关规定在西青区中北镇
进行居家健康管理。17日，根据绍兴市疫情情
况，其被转送集中隔离。20日深夜，核酸检测初
筛阳性，21日清晨复核阳性，转送海河医院。21
日10时，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该名感染
者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现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街道、北京市通州区
宋庄镇、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天津

市西青区中北镇已被沈阳列为重点管控地区；
上海市虹口区、北京市通州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防城港市、天津市西青区被列为重点关注地区；
另，西安市灞桥区、雁塔区、曲江新区、未央区、
碑林区、西咸新区、长安区、莲湖区已于 12 月 9
日起依据疫情形势依次被沈阳列为重点管控地
区，西安市已于 12 月 9 日被沈阳列为重点关注
地区。

沈阳市疾控中心紧急提醒市民，12 月 3 日
以来有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街道旅居史、12月 14
日以来有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旅居史、12 月 5
日以来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旅居
史、12 月 7 日以来有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旅居
史的来（返）沈人员请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一律实施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隔离期限至来（返）沈后满14天，期间进
行2次核酸检测。

12 月 3 日以来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街道除
外）旅居史、12月14日以来有北京市通州区（宋
庄镇除外）旅居史、12月5日以来有广西壮族自
治区防城港市旅居史、12 月 7 日以来有天津市
西青区旅居史的来（返）沈人员请主动向居住地
所在社区（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尽快到附近

核酸采样点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并按要求进行
14天健康监测；前往核酸采样的过程中要做好
个人防护，避免乘坐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
具，保持一米距离，如实告知旅居史。

坚持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离沈；密切关
注近期国内发生疫情地区疫情进展情况；不去
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
差。若必须前往需提前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
屯）和工作单位报备，同时做好个人防护。近期
有涉疫地旅居史的市民返沈后，请主动向社区
报备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做好每日自主健康监测，避免参加聚集性
活动及前往人员密集场所。

所有国务院行程码、辽事通健康码“红码”
和“黄码”人员、与已公布的阳性感染者活动轨
迹有交集的人员应立即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村屯）和工作单位报备并配合开展核酸检测、
健康监测等相关管控措施，若因不报备、不执行
有关防控措施，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将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省内外来（返）沈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上海广西北京等部分地区来（返）沈要报备
现上海市虹口区

嘉兴街道、北京市通州
区宋庄镇、广西壮族自
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
已被沈阳列为重点管
控地区。

省内外来（返）
沈人员需持 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

下列时间下列地区停气：
12 月 23 日 21:00 时至次日 5:00 时，

裕景中心11#住宅地区停气。
2021 年 12 月 24 日 8:00-2021 年 11

月 24 日 20:00，秀岛路 165-12 号、165-
11 号、165-14 号、165-10 号、165-9 号、
165-8号、165-7号、165-6号、仙岛北路
172号地区停气。

请以上地区居民做好准备，务必关
好燃气阀门，防止恢复供气或可能提前
恢复供气时发生泄漏。如有疑问，请拨
打燃气客服电话96177询问。若遇雨雪
天，停气时间可能顺延。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停气通知

12 月 21 日是“一九”第一天，全省
各地基本都是晴朗的天气。

21 日 冷 空 气 的 前 锋 已 经 抵 达 辽
宁，虽然没有雨雪现身，但是降温通道
已经开启，白天最高气温沈阳、抚顺、
铁岭地区-6℃到-3℃，大连地区 2℃
到 4℃，其他地区-2℃到 1℃。与 20 日
相比寒冷程度提升，外出要做好防寒
保暖准备。

22 日全省依然是晴有时多云的天
气，早晨最低气温全部降到冰点以下，
白天最高气温只有大连、丹东地区在
零上，其他地区都在-1℃到-7℃之间。

23 日一股强冷空气进驻辽宁，大
连地区会有雪花飘落，其他地区转为
多云天气，气温下降速度加快，尤其是
早晨寒冷级别提升，24 日早晨北部、西
北 部 和 东 部 地 区 最 低 气 温 将 跌 破 -
20℃。未来几天是冷、冷、冷！一定要
保暖哦！

来自沈阳市气象台的信息显示，
周三、周四气温继续下滑，周四白天最
高 气 温 仅 有 -6℃ ，最 低 气 温 降 至 -
19℃，同时周三和周四的白天，局部地
区还会有零星小雪。周五我们将迎来
第二波冷空气，这波冷空气实力更强，
降温更猛，周五、周六、周日都是晴天
朗日的好天气，但气温却相当低迷，周
六清晨将出现本次降温的最低气温-
24℃。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气温持续下滑
明日最低温将至-19℃

12月21日，沈阳和平区教育圈又传来利好
消息，为满足区域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平
区将原十九中学整合为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
区。

21日上午，在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区举行
了揭牌仪式。

和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胡继军宣
布浑河湾地区教育整合决定。他指出，一三
四中学浑河湾校区的成立，旨在发挥优质教
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所需所盼，让更多的百姓能够享受更优质更
均衡的教育资源，让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更加
丰富、学校办学品质不断提高、幸福教育真正
落地落实。

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区校长傅巍川表态发
言，“我们将通过植入一三四中学的精准备考特
色，精准对接备考策略、备考计划、备考资源，积
极开展备考经验交流，让该届初三学生从高分
段、平均分、体育、艺术等多维度，成为首批直接
受益者。”学校将充分利用好校内外各种资源，
加大学校管理力度，加大教师专业培养力度，加
大课程改革力度，加大中考备考力度，以质量提
升为中心，实施底部攻坚工程，逐步提高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让浑河湾地区的学生充分享受优
质教育。

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晓萌在揭牌仪式

现场强调，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区的挂牌运行，
是和平区委区政府重新思考区域教育发展定
位，立足“延伸长板、补齐短板”，统筹推进教育
区块化发展的一步重要举措，是在发挥老城区
传统教育强区优势、打造新城区优质均衡教育
高地的基础上，将优化布局浑河湾地区教育创

新发展作为推进沈阳市和平区基础教育发展的
“第三引擎”，旨在推进浑河湾地区教育质量快
速提升，力争实现以高质量教育的持续发展与
和平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区、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示范区的建设同频共振。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进入 12 月份，各高校寒假即将到来，学生
们准备陆续返乡。

12月21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为方便学生旅客购票，沈阳局集
团公司各车站开展“学生票资质核验进校园”活
动，现场办理学生票优惠资质核验，受到大学生
的欢迎和好评。

为确保大学生安全顺利返乡，沈阳站与东
北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阳理工大学等多所高
校沟通联系，将移动售票车开进大学校园，为学
生办理学生票优惠资质采集，极大方便了在校
学生购票。目前已为 7000 余名大学生完成了
学生票优惠资质核验工作。

由于疫情原因，吉林市高校学生11月9日开
始实行集中管理，学生无法到车站进行学生票资
质核验，移动售票车暂时不能进入校园。吉林车
务段吉林站主动与各高校沟通联系，制定切实可
行的解决方案，由校方将学生证和身份证收集
好，车站取回集中办理，这样学生不出校园就可
以完成资质核验，既方便又安全。截至目前，吉
林站已为8所高校1.1万名大学生办理了学生票
资质核验，移动售票车发售学生票205张。

本溪大学城距离本溪新城站较远，为方便
大学生办理学生票资质核验，本溪车务段组织
本溪站、本溪新城站售票人员，出动移动售票
车，将“售票室”搬进校园，现场集中办理学生票

资质核验，并解答学生出行等相关问题。截至
12月13日，本溪车务段已为1680名大学生办理
了学生票资质核验。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十九中划入一三四中学 成为该校浑河湾校区

寒假将至 铁路部门将“售票室”搬进校园

寒假将至，中铁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各车站开展“学生票资质核验进校园”活动。 沈铁供图

12月21日，和平区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区举行揭牌仪式。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