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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前提前发放各类救助金

沈阳市民政部门介绍，正月十五前，各区、
县（市）将提前发放城乡低保金、特困救助供养
金、高龄和失能老年人生活补贴、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护理补贴、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费等各类救助金。

今年元旦和春节前，市、区两级财政继续拨
付专项经费，为城乡困难群体发放“两节”救助
金，及时满足困难群体节日生活需要。

截 至 1 月 17 日 ，铁 西 区 、皇 姑 区 、浑 南
区、于洪区、沈北新区已经发放到位，其他地
区正在陆续发放，预计 1 月 22 日能够全部发
放完毕。

24小时接受困难群体求助

春节期间，困难群体家庭如因突发事件（重
病、火灾、交通事故等），造成临时生活困难的，
可立即向当地街道、乡镇民政部门申请救助。
各救助管理站实行24小时接待服务，对受助人
员开展生活照料、医疗救治、寻亲服务、护送返
乡等救助工作。

养老金提前发放

为确保退休人员和城乡居民社保待遇领取
人员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提前领到养老
金，沈阳市人社部门已经着手开展养老金发放
的相关准备工作。鉴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建议
合理安排领取时间，避开高峰时段去银行领取，
或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电子支付等方式支取。

根治欠薪 联合惩戒失信企业

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2年春节前，沈
阳市人社部门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以
工程建设领域为重点，将欠薪问题及时分流、严
肃查处、限时办结。同时，加强联合惩戒，依法
依规实施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和推
送“黑名单”制度，对失信企业实施“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联合惩戒，确保不发生因欠薪引发的
重大群体性事件或恶性极端事件，切实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开展寒假返乡高校毕业生招聘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方面，为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2022年寒假返乡高校毕业生提供精
准就业帮扶，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持续开
展以“心系辽宁、情注家乡”为主题的离校未就业
暨2022年寒假返乡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截至目
前，212家企业参加活动，共提供岗位3300余个；
开展直播带岗活动2场，累计入场8万余人次。

2022 年，沈阳市人社部门计划通过持续扩
大高校毕业生就业空间、深入落实高校毕业生
补贴政策、进一步加大专项活动牵引力度等方
式，吸引15万名高校毕业生来沈留沈。

暖气比平时高2℃

沈阳市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相关人士介

绍，整个采暖期，全市各供热单位煤炭需求总量
为 716.7 万吨，目前已储备 668.1 万吨，储煤率
93.2%，确保春节期间供热用煤需求没有问题。
为确保节日期间供热质量好于平时，从上周开
始要求供热单位按照比平时高2℃的标准，提前
调整运行参数，确保用户室温达标。

沈阳市房产局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每天
上午 7时、晚上 7时，向供热单位发布换热站二
次网回水温度参考标准，要求供热单位二次网
回水温度不能低于参考标准。遇到雨雪、降温
天气，及时发布调度令，指导供热单位调整运行
参数，保证用户室温达标。

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

沈阳市商务局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全市粮
食、食用油、肉类、水产品、果蔬等重要生活必需
品和各类易储食品市场库存充足、货源渠道畅
通、后续供应稳定，完全可以满足广大市民春节
期间的消费需求。

春节临近，沈阳市商务局将继续加大货源
组织，同时开展以“盛京云购物 网上过大年”为
主题的网上年货节活动，满足市民安全、便利、
无接触购物需求。

倡导市民就地过年

春节期间，沈阳市卫健委倡导市民就地过
年，来（返）沈人员要主动报备并配合落实核酸
检测、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按照省指挥部统
一部署，严格落实来（返）沈人员健康申报和管
理。重点管控地区（含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沈
人员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重点关注地
区来（返）沈人员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做好 14
天健康监测；省内外来（返）沈人员需持48小时
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沈后再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

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严控庙会、大
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减少农村集市
规模和频次，控制人流量，落实通风消毒等防
控措施。

进口冷链食品
批批检测件件消毒

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进口冷链食品
“铁桶式”管控和闭环式监管，全市首站定点冷
库进口冷链食品“只出不入”，且对原有库存实
行“批批检测、件件消毒”后出库。2021年全年，
累计入库进口冷链食品23万余吨，出库23万余
吨，严格遵循“批批检测、件件消毒”原则，核酸
检测3万余批次，消毒1854万余件。

食品抽检合格率99.3%

针对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点，沈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重点对粮食加工品、肉制品、水产制
品、调味品、糖果制品、炒货、饮料、酒类、食用农
产品等开展监督抽检，抽检覆盖全市 13 个区
县，涉及生产企业、批发市场、大中型商超、农贸
市场、生鲜超市、餐饮单位等业态，共完成抽样
420批次，经检验合格417批次，合格率99.3%。

沈阳市各有关部门出台措施保市民平安过大年

养老金、救助金提前发放 暖气调高2℃

查看经营者公示的“溯源码”，通过扫描溯
源码核对要采购的进口冷链食品是否取得“三
证一码”，所谓“三证”，指进口冷链食品通过海
关时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沈阳首站定点
冷库出具的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沈阳首站定点
冷库出具的消毒证明；所谓“一码”，指沈阳市首
站定点冷库出具的进口冷链食品“溯源码”。该

“溯源码”在经营场所公示，销售的进口冷链食
品不能在“溯源码”中查到“三证”的，请消费者
不要采购，并可通过12315进行举报。

消费者采购进口冷链食品时，应佩戴一次
性手套，避免手部直接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包装，
加工食用前接触进口冷链食品的，应及时做好
手部清洗消毒。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如何安全购买进口冷链食品

2021 年起，沈阳市在 100 个社区开展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依托社会力量向
符合条件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提供理发、助
浴、送餐等9项免费居家养老服务。2022年，沈
阳市将试点范围扩大到200个社区。

1月18日，记者从沈阳市民政局获悉，老年
人需持有试点社区所在区户籍，并居住在试点
社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以到试点社区的
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提供相关要件。

需要注意的是，已申请建设家庭养老床位的
老年人，无需重复申请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记者了解到，审核通过的老年人会得到一
张社区发送的“沈阳养老服务卡”，老年人或家
属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通过“沈阳养老app”线上
点单或拨打服务组织联系电话，预约好上门服
务时间和服务项目，就可以在家“坐等”专业的
服务人员上门了。

记者梳理沈阳市2022年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试点社区明细表发现，和平区、沈河区、铁
西区、皇姑区、大东区各 30 个试点社区；浑南
区、于洪区各17个试点社区；沈北新区、苏家屯
区各4个试点社区；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
平县各2个试点社区。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阳今年政府购买居家养老
服务试点社区扩大到200个

沈阳“律师家长”
为困境儿童开展
普法咨询等关爱行动

今年，沈阳市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社区扩大到200个。 沈阳市民政局供图

沈阳市妇联推出“律师家长”与
困境儿童结对子活动，将通过电话、
视频等形式，持续开展普法咨询、课
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关爱行动，助力
孩子健康成长。

1 月 18 日，沈阳市妇联携手沈
阳 市 律 师 协 会 ，举 办“ 大 手 牵 小
手·爱 心 1+ 1”—— 沈 阳 市 妇 联
2022 年“律师家长”结对关爱助学
活动仪式。

“律师家长”与受助儿童交换了
爱心联系卡，结成了一对一助学对
子。此后“律师家长”们将通过电
话、视频等形式，持续开展帮扶慰
问、普法咨询、课业辅导、心理疏导
等关爱行动，常态化关注结对儿童
的生活、学习、思想等情况，关心结
对的孩子身体、心理的健康，用关
爱、关心或心理陪伴，助力孩子健康
成长。仪式结束后，“律师家长”与
受助儿童进行了共写“家教日记”、
制作小饼干等交流互动。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今年我省暴雨预警
信号准确率将达到91%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50%以上精细到
乡（镇、街道），强对流预警时间提前至
50 分 钟 ，暴 雨 预 警 信 号 准 确 率 达 到
91%……日前，我省召开全省气象工作
会议。1月18日，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
围绕气象强国辽宁践行实验区建设，今
年，我省气象部门将在监测、预报智能
化上发力，以提高服务精细能力。

近年来我省稳步推进气象强国辽宁
践行实验区建设。去年，全省新建、更新
437套自动气象站，创新开展基于“高分+
无人机遥感”的地面探测环境调查评估
等。同时，气象大数据云平台投入业务
运行，完成精细服务与预报预警业务系
统对接；融合高分卫星、风云卫星等数
据，建成辽宁省自然灾害预警监测评价
系统。

今年，在推进智能精密“气象观测
场”建设上，我省将持续新建和升级改
造自动气象站，开展国家级地面气象观
测站风传感器防冻改造。推动盘锦国
家气候观象台及5个国家温室气体观测
站业务化运行。研发市县级气象服务
工作所需的农气、生态、城市环境等卫
星遥感产品，推动卫星遥感集约化产品
的应用。完善省级移动自动气象站和
无人机气象观测业务流程。推进社会
化气象观测，加强行业装备共建和数据
共享。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