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沈阳市已经
建成了 1000个口袋公
园，今年沈阳市还将建
设 1000 个口袋公园。
“‘推门见绿、见缝插
绿’是我们建设口袋公
园的理念。让市民能
够进去休闲休息。”

道路方面，将提
高 道 路 的 完 好 率。
重点将结合老旧小
区改造，对背街小巷
进行改造。

此外，还将加强
桥梁安全的检测，沈
阳近些年建设了很
多高架桥，一定要保
证桥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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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中 共 沈 阳 市 委 原 地 址 地 块
的更新改造，九纬路将延伸至青年大
街，青年大街北向南方向左转车辆可
以经由九纬路、十一纬路左转，转弯
更方便。

沈阳市政协委员毛兵介绍，老市
委地块将按照城市更新的标准进行治
理，今年先进行环境改造，明年将在原
址修建一座公园。打通九纬路，这样
青年大街北向南方向可以经由九纬路
先右转，再驶入十一纬路，相当于从青
年大街左转更方便了。

在城市规划领域，去年年底沈阳公
布了35个核心发展板块，分布在沈阳的
13 个区、县（市），未来将打造成为经济
发展的增长点、新兴产业的聚焦点、城
市结构的关键点和城市建设的新亮
点。未来沈阳的城市规划，将以35个核
心板块作为原点，开展城市建设、城市
更新工作。

今年，沈阳在城市交通设施建设方
面，将进一步补齐短板，比如加快快速
路、轨道交通建设，兴建停车设施等。
在完善停车设施方面，将结合周边需求
及环境特点，修建停车楼，充分实现与
地铁站的接驳。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胡婷婷

沈阳市两会期间，沈阳市政协委员关正君
介绍了城管局今年的部分工作。

关正君委员介绍，2021 年沈阳市在全市
10%的小区进行了厨余垃圾分类试点。主要
的方式就是撤桶并点建站。“如果每个单元楼
下一个垃圾桶，就不好监管了。”所以就把单
元楼下的垃圾桶撤掉，几个单元中间建一个
亭或者房子，里面设置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
圾桶，并且设立一名督导员定时定点对小区
居民进行宣传指导，“比如说早上 6-8 时，晚
上 5-7 时，督导员在垃圾站，居民分错了督导
员可以进行指导。”在社区街道以及志愿者的
努力下，去年全市完成了分出 100 吨厨余垃圾
的目标。

今年，沈阳将要在全市 40%的小区开展厨
余垃圾分类，明年再扩大 40%，均按照撤桶建
站，设置督导员的模式进行。争取到 2025年沈

阳市全市所有小区都实现厨余垃圾分类。
此外，在可回收物方面，要把“玻、金、塑、

纸、衣”这五大可回收利用的物品进行循环利
用。目前沈阳市已经放置了 1700 套智能垃圾
回收箱，可以服务沈阳市 5000余个小区。关正
君委员还建议要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将
来再生资源网点将会连入大数据网，每个网点
回收多少数量，全都会纳入平台，实现回收物

数据统计。
在公厕管理方面，今年将提高公厕的管理

水平，打造干净整洁温暖的公厕。“温暖是指冬
天去公厕应该有热水，应该有风干机，应该有扫
码提供纸的地方，增加市民如厕的舒适度。”争
取做到公厕里面没有异味，还能有香味。在满
足功能的前提下，各区打造一批有特点、有星级
水平的公厕。

另外，针对一些市民反映的找公厕难的
情况，今年还将把一个“找厕易”程序接入“盛
事通”，市民打开“盛事通”就可以找到自己附
近的公厕。“沈阳现在有 1090 个公厕，三环以
内是完全满足市民需要的，主要是大家找不
到。有个这个小程序，市民就很方便了。”关
正君委员介绍。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王琳

2022 年底前在各区、县（市）建立 15 个以
青少年为主体的校外体育服务驿站；创建丁香
东湖体育公园，配置智能健身器材，打造沈阳
智慧体育公园样板；实施“出门就健身”的体育
民生实事工程，为公园、广场、社区、村屯、金角
银边口袋公园配置安装 650 套（个）健身器材
设施。

在沈阳市两会期间，沈阳市政协委员李彤
介绍了今年沈阳市体育局的一些重点工作。

年底前在各区、县（市）建立
15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
校外体育服务驿站

今年沈阳市将在加强体教融合发展上实现
新突破，规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管理。结
合国家、省关于体育传统特色校相关认定标准
和办法，会同市教育局共同制定适合沈阳市实
际的“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传统特色校管理
制度和扶持政策，启动沈阳市体育传统特色学
校评选工作，形成具有个性化特色的校本教材
和特色活动，让每名中小学生都能学会 1 项甚
至多项运动技能。

另外，将打造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驿站。
以街道、社区区域内的综合体育场馆为依托，
2022年底前在各区、县（市）建立15个以青少年
为主体的校外体育服务驿站，将青少年赛事活
动、健康指导、体质检测、器材配备、教练员培训

等落户驿站，打造具有沈阳市特色和优势的青
少年校外体育服务基地。

还将加强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供给。持续
做好沈阳市青少年常规赛事的组织筹备，按照
国家和省相关要求，积极开展冬夏令营、“奔跑
吧·少年”等青少年主题赛事活动，丰富校外体
育服务供给，广泛引导儿童青少年积极参加体
育健身活动，持续提高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并
以青少年校外体育服务驿站为单位，组织开展
全市性的青少年赛事活动。

为公园社区村屯配置安装
650套（个）健身器材设施

2022年，全民健身工作将以迎冬奥为契机，
掀起群众健身热潮。实施“出门就健身”的体育
民生实事工程。投入资金 1000 万元，为公园、
广场、社区、村屯、金角银边口袋公园配置安装
650套（个）健身器材设施。

创建1-2个智慧体育公园。以于洪区为试
点，投入资金 500 余万元创建丁香东湖体育公
园，安装智能感知系统，配置智能健身器材，打
造沈阳智慧体育公园样板。

今年还将落实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综合
试点。这项工作已写入沈阳市第十四次党代会
报告，国家体育总局于2022年底结束试点。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今年将落实国家体育
总局公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综合试点工作，梳

理任务清单，开展赛事活动，强化宣传推广，形
成沈阳经验。

打造“一区一品牌、
一地一特色”活动

今年沈阳市还将举办“一河两岸”精品赛事
活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在线上线下
举办沈阳马拉松，办好以沈阳国际赛艇公开
赛、“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等为引领
的自主品牌赛事。举办沈阳市第四届全民健身
国际徒步节暨沈阳第二届现代化都市圈徒步大
会、沈阳武术文化节暨沈阳现代化都市圈武术
大会、沈阳现代化都市圈首届社区（村屯）运动
会、“迎冬奥”市民冰雪运动会、“迎冬奥”沈阳冰
帆冰龙舟大赛等大型赛事活动。

此外，各区都将打造特色赛事活动。和平
区：“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沈河区：
沈阳第五届女子半程马拉松；铁西区：羽毛球大
赛；皇姑区：毽球大赛；大东区：第二十三届社区
体育节；浑南区：第二届“武术之乡”传统武术大
赛；于洪区：排球比赛；沈北新区：第十二届“神
州一歘”锡伯族欻嘎拉哈比赛；苏家屯区：第七
届“国球之约”全民乒乓球团体比赛；辽中区：

“健康辽中 体育铸魂”精品体育项目展示；新民
市：风筝大赛；法库县：第八届五人制足球联赛；
康平县：卧龙湖徒步走。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王琳

沈今年还将建设1000个口袋公园

今年沈阳市将为公园、广场、社区等地
配置安装650套（个）健身器材设施

打通九纬路
青年大街左转更方便

沈阳市大东区时代口袋公园。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