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临近，沈阳警
方将全力推进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工作。

2022年4月30
日前，沈阳全域内燃
放烟花爆竹将被公
安机关处以 100 元
至5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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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印发《辽宁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
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增强工业文化在推进“数字辽宁、智造强省”建
设中的支撑作用。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我省工业文化支
撑体系将基本完善，培育新增10家左右国家级
工业遗产、30 家以上省级工业遗产，形成工业
遗产分级保护利用体系。

辽宁工业历史悠久，工业文化厚重。加强
工业文化建设是推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容。《方案》从完善辽宁工业文化发展体
系、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明确了今后
我省工业文化建设领域的 14 项具体任务。《方
案》提出，打造 10 个以上具有辽宁地域和行业

特色的工业博物馆优质品牌，做优50家工业设
计中心，遴选 100 件工业设计创新产品并加以
宣传推广，培养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300人，
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我省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行动作为任务之
首，强调要夯实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基础，形成工
业遗产分级保护利用体系，推动工业遗产融入
城市建设发展。将工业博物馆培育提升行动作
为重要方面，提出要推进工业博物馆建设，提升
工业博物馆品牌，提高工业博物馆综合效用。
同时，我省还要加强工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开
展工业设计能力提升工程、工艺美术传承发展
工程、工业旅游培育壮大工程。

《方案》要求，接下来要推进工业文化与产

业融合发展，开展文化兴企、文化兴业、工业文
化强基等工程。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
和支持企业通过企业文化诊断、提炼与设计、强
化与培训等方式，打造企业团队文化。引导企
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劳模
精神、诚信精神等工业精神，推动形成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产业链领航
企业梯度培育格局。用工业文化赋能结构调整

“三篇大文章”，进一步推进服务型制造。加强
工业文化教育和传承，促进工业文化传播与交
流。支持媒体开设辽宁工业频道和专栏，传播
辽宁工业声音。同时，推动辽宁工业文化走出
国门，与其他工业文化交汇共融，塑造和传播新
时代辽宁工业形象。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自 2021年 12月 20日至 2022年 4月 30日期
间，沈阳全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将被公安机关处

以100元至500元罚款；违法运输烟花爆竹将被
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发现他人非法运输、储存、燃放烟花
爆竹行为，群众可以通过110或者沈阳市公安局
治安管理局举报电话进行举报，公安机关将对
查实的群众举报线索当事人予以奖励。

2022年春节临近，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关
于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要求，沈阳
市将实行新的禁放规定。为强化烟花爆竹燃放
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沈阳警方将全力推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坚决遏制烟花爆竹事故发生。

一、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2021年12月
20日至2022年4月30日。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上述时段

内，沈阳市实行全市域、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

三、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为确保禁放工作取
得实效，公安机关将对下列三种违法行为依法
从严处罚。

在禁止时段和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
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
花爆竹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100元以上500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
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行政拘留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在禁放时段内，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处罚。

违反法律法规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并没
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安
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沈阳公安机关提醒
广大市民朋友，提升安全意识，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工作，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坚决不从事涉及烟
花爆竹的非法活动。发现他人非法运输、储存、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可拨打“110”或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举报
电话:23505499)，公安机关将对查实的群众举报
线索当事人予以奖励。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12月20日至2022年4月30日 沈燃放烟花爆竹罚100至500元

发现有人燃放鞭炮 举报有奖励

《辽宁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

到2025年培育新增约10家国家级工业遗产
这些地区入选首批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

沈阳7处商圈
这两天现场交通管控

12 月 24 日、25 日，沈阳交警对 7 处
商圈、1处活动现场实施交通管控，以应
对可能出现的人、车一段时间激增，确
保道路交通顺畅有序。

7处商圈包括：中街商圈、太原街商
圈、长江街商圈、兴华街商圈、奥体商
圈、西塔商圈、辽展商圈（白天时段侧重
辽展，夜间时段侧重万象城、嘉里城）。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近日，辽宁首批省级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试点名单发布，沈阳、鞍山、丹东、锦
州、盘锦5座城市和桓仁满族自治县、东
港市、黑山县、阜新新邱区、铁岭银州区、
北票市、盘山县、兴城市 8 个县（市、区）
入选，入选城市将获得一定的相关专项
资金支持。

本次试点创建工作，由各市对照市
级评价标准 62 条指标、各县（市、区）对
照县级评价标准 57 条指标，从基础设
施、数字惠民、数字政府、产业发展和组
织保障等五大领域开展自评。达到三星
或四星标准的，可申报省级新型智慧城
市试点，创建四星级或五星级智慧城
市。而后，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相关部
门组织专家对申报城市进行综合考察评
估，最终确定了首批省级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示范名单。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指导试点城市以技术创新
为驱动，通过运用 5G、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手
段，提升城市综合管理精细化、人性化、
智能化水平，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人
民群众幸福感。同时，打造特色新型智
慧城市试点示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有益经验，推动全省新型智慧城市健康
快速发展。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辽宁首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
单近日发布。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2000年前的辽宁人也吃烧烤，并且也已经
使用蒸锅了。辽宁省博物馆跨年展览重磅来袭。

日前，“知·味——两汉魏晋时期辽宁地区
的饮食文化”展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展览从
考古学的视角，展现了两汉魏晋时期辽宁地区
多元的饮食文化，以此帮助大家了解更有“味
道”的辽宁文化。

展出两汉魏晋时期文物95件（组）

辽宁省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中
国饮食文化史的重要阶段，两汉魏晋时期是
人们的烹饪技术、饮食文化逐步走向多元的
起点。

此次展览从两汉魏晋时期辽宁地区饮食结
构、饮食方式、饮食餐具的多样性等方面作为切
入点，将辽宁地区的相关考古出土文物整理出
来，通过这种独特的形式展现辽宁地区饮食文
化、地域文化。

展览分为“寻遍珍馐”“炮制佳肴”“啖味美
器”三个单元，共展出文物95件（组），同时辅以
丰富的图文资料、生动的看板故事、有趣的知识
讲解，全面系统地为观众解读两汉魏晋时期辽
宁地区的饮食文化。

该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主办，辽宁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阳博物
馆、朝阳博物馆、朝阳县博物馆协办。

2000年前辽宁就吃烧烤也撸串

从展览中可以了解到，古代辽宁人也吃烧
烤，也撸串。据介绍，“炙”就是用签将肉串好，
再置于火上烤，就是如今的烤串。炙炉就是烧
烤炉，是文献中所描述的将肉串好放置于其上

的烧烤工具，在辽宁境内汉魏时期的墓中出土
较多。

在本次展览上就展出了普兰店姜屯汉墓出
土的灰陶炉，辽阳南雪梅村二号壁画墓出土的
灰陶炉。

普兰店姜屯汉墓出土的陶灶组合虽然是
明器，也就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
葬器物，即明器，为人们当时使用的陶灶组
合的缩小版，但是却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使
用灶具的情况。这一明器为五孔灶，说明当
时的灶是可以同时烹饪三种以上甚至是五种
食材的。灶上使了甑等炊具。甑是一种复合
炊具，它需要与釜、鬲等炊具组合起来才能使
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汉代的甑与釜、灶组
合，多为陶制，即作为墓中的明器；魏晋时期的
甑多与釜组合，多为铜质，有的留下了灰烬痕
迹，应为食用。

两汉魏晋时期人们分餐进食

据史料记载，两汉魏晋时期是分餐进食的，
辽宁汉魏壁画墓就描绘了当时人们席地而坐，
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在圆案或长案之上有条
理的摆放着各种小型的盛器，如耳杯、盘、盏、钵
等，在墓中也有与壁画相应的器物出土。除了
壁画中的宴饮，在墓中也发现有“墓祭”，如在朝
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的一个漆案，漆案之上盛
放了各种漆食具，有的内盛羊骨等食物。精致
的餐食与精致餐具搭配，体现了古代人在饮食
中追求色、香、味俱全的饮食境界，也反映出古
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该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5月22日。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2000年前咱辽宁人也吃烧烤也撸串
辽博推出新展览 带您了解两汉魏晋时期辽宁地区饮食文化

普兰店姜屯汉墓出土陶灶组合。
本稿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辽阳南雪梅村二号壁画墓
出土灰陶炉（炙炉）。

普兰店姜屯汉墓出土灰陶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