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突然发病，救
还是不救？

日前，正在公开
征求意见的《沈阳市
院前急救管理条例
（草案）》提出，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
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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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实施急救行为造成损害
不承担民事责任

《条例》提出，鼓励经过急救培训、掌握急救
常识的人员积极参与公共场所社会公众急救，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先救治后收费
符合救助条件政府埋单

《条例》提出，院前医疗急救实行先救治后
收费，不得以未付费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为急危
重症患者提供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无法确定身份、无支付费用能力的患者，其
院前医疗急救费用由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先行垫
付，经公安机关核实身份、民政部门确定符合救
助标准的，由政府专项资金解决。

转运遵循就急、就近、
满足需要、兼顾患者意愿原则

急救中心接到呼救后，应当立即调度待命
急救车组，确保在3分钟内出诊，并尽快到达救
治现场。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
遵循就急、就近、满足专业需要、兼顾患者意愿

的原则，按照院前医疗急救规范开展现场抢救、
转运以及监护等医疗活动。

患者要求送往其指定医疗机构的，应当及
时向院前医疗急救人员提出。院前医疗急救人
员应当告知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予以记录，经患
者签字确认后，将患者送往其指定的医疗机
构。患者拒不签字的，院前医疗急救人员应当
予以记录。

非急救机构
不得使用“120”标志

《条例》提出，“120”是院前医疗急救的唯一
专用呼救号码，实行统一呼号、统一指挥调
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其他任何
形式的院前医疗急救呼救电话。非院前医疗急
救机构可以在其救护车的车身两侧标识所属医
疗机构名称，但是不得使用含“120”“急救”字样
以及易与其混淆的标志图案。

非院前医疗急救机构使用含“120”“急救”
字样及易与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混淆的标志图
案的，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绝改正

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
元以下罚款。

鼓励公共场所配备除颤仪

《条例》提出，火车站、地铁等人群密集场所
的管理单位、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企业、旅
行社、旅馆等行业的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救护组
织，配置必要的急救药品和器械，组织相关人员
接受急救培训，在突发意外情况时对伤病员积
极开展社会公众急救。鼓励有条件的场所和单
位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从事院前急救医护人员
优先受聘

《条例》提出了“院前医疗急救人员的倾斜
保护”条款，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专业技术岗位聘
用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有院前医疗急救工
作经历的医护人员。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市院前急救管理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自愿实施急救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救助人或将不承担民事责任

日前，沈阳发布 2022 年第一季度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方案，今年第一季度，沈阳优良天
数力争不少于 75 天，PM2.5 浓度不高于 60 微
克/立方米，不出现重污染天气。继续加强燃
煤锅炉监管，和平、沈河、皇姑、铁西每晚检查
锅炉房不少于 8 家。

沈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一季度，沈阳将以村屯低矮面源污染、燃煤锅
炉房及秸秆焚烧等为重点，同时兼顾控制其他
污染源，实施更加严格、有效的管控措施。

在村屯低矮面源治理方面，加快推进重点
村屯拆迁和清洁化改造工作。以 2021 年未完
成整治的“20+13”个村屯为重心，同时新增和
平区前进村、浑铁社区，皇姑区文官屯村，经开
区后谟村、曹家村，于洪区郭大桥村采取拆迁、
清洁化改造等措施整治村屯低矮面源污染。

秸秆焚烧管控方面，加大秸秆禁烧管控
力度，利用遥感卫星、高塔秸秆监控视频系统
及无人机巡视等科技手段，对重点禁烧区域
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及时发现及时通
报，避免秸秆焚烧大面积蔓延。对浑南区、苏
家屯区、经开区、于洪区、沈北新区等距离市
内较近区域及辽中区东部、新民市东南部、法
库县南部区域进行重点管控。

燃煤锅炉监管方面，除了针对建成区 35
蒸吨以下应拆未拆锅炉，加大监管，确保稳定
达标排放等以外，还将关注燃煤锅炉在线数
据情况。对连续超标 2 小时及以上锅炉房，
检查是否正在导炉及启停情况，并对治污设
施开展排查，是否存在故障，检查加药记录，
对存在问题企业要求立即整改，确保治污设
施正常运行；对连续超标 4 小时及以上锅炉

房，立即开展手工对比检测，对超标企业按规
处罚；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及频次，和平、沈河、
皇姑、铁西每晚检查锅炉房不少于 8 家；其他
地区检查锅炉数量不少于 5 家；锅炉房少于 5
家的地区，每晚全部检查到位。

在祭祀焚烧整治方面，将开展常态化管
控，加强夜间祭祀焚烧管控，尤其是春节至元
宵节期间，避免出现大规模祭祀焚烧无法管

控现象，对已焚烧过区域及时清理，避免二次
污染；加强祭祀用品售卖环节管控，一经发现
立即回收。

今年春节期间，沈阳将在全域、全时段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尤其是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公安
部门将查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生产、
销售、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等行为。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日前，沈阳市召开“振兴新突破 我
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议。沈
阳市民政局作为沈阳市重要民生保障
部门迅速行动起来。

沈阳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极寒天气下特殊群体救助管理工作的
通知，从切实加强街面巡查、落实落细全
面排查、着力扩大救助范围、大力强化部
门协作、持续做好值班值宿、全面加强资
金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全方
位、全覆盖跟踪保障流浪乞讨人员、低保
户、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在特殊天气下
的基本生活，切实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
上报、早解决，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沈阳市民政局还建立了应对极寒天
气加强救助管理“三个机制”，包括部门
相协同的联动巡查机制、全面覆盖本区
域的网格化巡查机制和后续服务保障机
制，制定任务分解清单，明确工作标准程
序，切实将各方面、各环节救助管理工作
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事项、落实到人员，
确保每一项机制落地见效。

由市民政局负责就天气预报中的
最低气温等信息进行综合研判，会同市
气象局联合发布《低温预警信息》，启动
应对极寒天气加强救助管理“三项机
制”，切实保障特殊群体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今年，我省将持续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
老服务提升行动，建设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中心30个，为困难失能老人建设家庭床位
和提供上门服务。上述信息是记者日前从省民
政厅了解到的。

去年，我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完成
省政府民生实事任务，建设完成20个街道层面示

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沈阳、丹东实现街
道全覆盖。争取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央投资项目10
个、资金2.2亿元。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工程，全省建设县级失能半失能照护型特
困供养服务机构18个，改造乡镇敬老院56个。

今年，我省将构建基本养老服务的主体政
策框架，指导各地制定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目

录。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我省将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投资兴办养老服务业，新增各类养老床位
4000张以上。加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建设，扩
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提升公办养老机
构照护功能，今年年底前实现县级失能半失能
集中照护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全覆盖。推进实施
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着力补齐农

村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建立县、乡、村三级养老
服务网络，维修改造农村敬老院 50 个，持续做
好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

此外，省民政厅还将全面建立老年人能力
综合评估制度，开展全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
作，提升全省养老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等。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今年一季度好天儿 力争不少于75天
沈阳市和平、沈河、皇姑、铁西每晚检查锅炉房不少于8家

辽今年将建30个示范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极寒天气下
沈阳多举措保障

低保户等群体基本生活

沈阳发布2022年第一季度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方案，今年第一季度，沈阳优良天数力争不少于
75天。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