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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启动 2023 年第二批高校毕
业生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招录
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录高校毕业生基
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273人。

据介绍，此次招录对象为2020年11
月（含）至 2023年 11月（含）毕业的普通
高校毕业生；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基层公
共岗位服务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人员

（1988年11月3日以后出生）；11月30日
服务期满且在岗的沈阳市高校毕业生基
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服务人员（1988年
11月3日以后出生）。高校毕业生基层公
共服务岗位协议期内的服务人员(统计截
止公告发布前一日）不可报考。

招录岗位信息通过沈阳市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www.syhrsa.org.cn)官方
网站统一发布。

本次招录采取网上报名与网上资
格审查的方式，不设立现场审查。每名
考生只限报考一个地区的一个岗位。

报名时间：11 月 3 日 9:00 至 11 月 6
日16:00

报名网址：www.syrc.com.cn（中国
沈阳人才网）

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服务
期限为 3 年（含过渡期 2 个月），主要从
事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文化
科技、医疗卫生等服务工作。

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在岗
期间享受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 2800 元（含 五 险 一 金 个 人 承 担 部
分）。对年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占考核
人员总数 20%，县域地区为 30%），第二
年开始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上调 100 元。
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在
岗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包含养老
险、医疗险、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和
住房公积金。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11 月 1 日，随着供热工作开始，辽宁省
“12345供热直通车”全面启动。全省97家供热
主管单位和647家供热企业安排专人“全天候”在
线值守，确保供热诉求“一键直达”，接诉即办。
对于群众差评、反复投诉、解决不到位、承诺不兑
现等典型、突出问题进行每日调度，对“不办结、
被办结、假办结”以及拒不整改、情节恶劣等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进行公开通报。

省内各市12345热线合理调配人员力量，共

抽调全省 188 名供热专家在供热首周驻场接
线。针对群众较为关注的供热缴费、停供办理、
恢复开栓、发票打印、报修服务等高频问题，
12345平台协调各地供热主管部门、供热企业更
新完善知识库信息 8355条，同步在辽宁政务服
务网和辽事通 APP“供热直通车”专栏对外公
开，方便广大群众自主查询。

全省通过小区网格“普查”、街路网格“精
查”、专业网格“补查”及时主动发现供热问题，

推动实现“未诉先办”。11 月 1 日当天，12345
省、市平台，各县区工作站与社区网格员、供热
服务管家联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访民问
暖”活动，针对老旧小区、孤岛户以及投诉量集
中的居民区域，特别是孤寡老人、贫困家庭等特
殊群体进行入户问暖。共走访居民用户 963
个，商业网点275个，换热站191个，现场收集供
热诉求问题35个，及时协调属地供热部门现场
处置。

截至目前，全省通过开展“冬病夏治”工作，
共改造老旧小区供热管网1500公里。今年供热
期，省营商局、省住建厅将对各供热企业的办理
时限、办结率、满意率、有效回访率等 6 项指标
进行重点考核。对于群众差评、反复投诉、解决
不到位、承诺不兑现等典型、突出问题进行每日
调度，对“不办结、被办结、假办结”以及拒不整
改、情节恶劣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进行
公开通报。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6岁小天使青哲走了 他为5位患儿带来新生

沈面向社会公开招录高校毕业生
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

公开招录273人

辽宁省“12345供热直通车”启动

6岁的小青哲离开了人间，但他捐出的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为5名患儿带去了新生。
辽宁省红十字会供图

11月 1日晚，为进一步做好今冬除运雪工
作，增强降雪应对处置能力，沈阳市除雪办组
织各区除雪办开展除雪演练。

未“雪”绸缪、结合实际、周密部署，各区于
22处集结点位集合开展演练，本次演练全市共
准备滚刷、推雪板、吹雪机、抛雪机、撒布车、铲
车等各类除运雪机械设备 430 台，整个演练井
然有序。下一步，沈阳市除雪办将继续督促检
查，确保除雪责任落实到位，要求各区除自有
设备外，租赁车辆安装调试完毕。沈阳市除雪
办将组织开展除雪作业及作业安全培训，全面
做好各项准备，确保高质量完成冬季除运雪工
作。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沈阳市除雪办开展除雪现场演练

10月30日，6岁的小青哲离开了人间，但他
捐出的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为 5 名患儿带
去了新生。小青哲的父母虽然万分不舍，但还
是忍痛决定捐献孩子的器官，拯救更多患儿。

“儿子在我们心中是小英雄，很勇敢很懂事，让
儿子换一种方式活着，帮助更多家庭摆脱困难，
最后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小青哲妈妈说。

阳光活泼大男孩 喜欢画画写字

小青哲长得很壮实，6岁的年纪已经有1米
3的个头。生活中的他爱说、爱笑，是个活泼开
朗人见人爱的小男孩儿。小区里的邻居见到
他，都忍不住称赞“这小胖小子长得真好”。

小青哲妈妈是一名书法老师，总带着他写
字，而他也特别有悟性，只要妈妈写一遍，他就
能学会，并且写的很好。“以前一直写硬笔书
法，今年偶然间买了个大毛笔，教他写软笔，没
想到他也写的很好。”小青哲妈妈回忆说。除
了写字，小青哲还特别喜欢画画。书上看到的
恐龙，他就能照着画在本上，并且画的栩栩如
生。

今年就要上一年级的他，对小学生活也充
满了期待和憧憬。妈妈也早已经帮他准备好了
小书包和小本子。“他特别喜欢这个小书包和小
本子，说要在上面画画、记东西。”

突发急病 辗转多地求医无果

就在一家人对小学生活充满憧憬之时，一
场急病突然降临。

今年 6 月 25 日，小青哲忽然对妈妈说自己
头疼、头晕，还伴随恶心呕吐。心急如焚的妈妈
赶紧叫救护车把儿子送去了医院。不幸的是，
经检查确诊，小青哲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导致脑
出血，需要紧急手术。手术后小青哲陷入昏迷
被送进了ICU。

“在沈阳医院的 ICU 里住了 44 天，我和他
妈妈就一直在楼道里打地铺，我们多么希望有
一天医生叫我们，告诉我们孩子醒了。”可是 44
天过去了，奇迹没有发生，小青哲还是没有醒
来。

小青哲爸爸妈妈不甘心，他们带着小青哲
又去北京求医。“在北京我们也走了好多家医
院，听朋友说这儿治得好我们就去这个医院，听
病友说那个大夫好，我们就去找那个大夫。”小
青哲爸爸说。可是在北京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后，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能想的办法我们都
想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无奈之下，小青哲爸
妈带着他回到了沈阳。

决定捐献器官 拯救更多生命

回到沈阳后，小青哲的爸爸妈妈做出了重大
决定，捐出小青哲的器官，去拯救更多的患儿。

“我们在求医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社会爱
心人士的帮助，如果捐献器官，青哲可以回报社
会，青哲的生命也可以通过另一种形式得以延
续，拯救更多的生命与家庭。”随后小青哲的爸
爸妈妈联系了红十字会，辽宁省红十字事业发
展服务中心器官捐献协调员肖迪到达医院协助
他们办理相关手续。“我能感受到他们巨大的悲
痛和万分的不舍，但是从头至尾他们都没有犹
豫，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只要能捐的器官全部
捐献。”肖迪说

“这四个月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儿，我们
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如果孩子有一天
离开人世，他能救别的小孩，那么别的家长就不
会遭受我们这种痛苦了。所以我们决定，捐献
他的器官，让他去救人！被救的孩子，会替我们
的青哲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体会这美好的生活，
孩子的生命能用这种方式延续。”小青哲妈妈
说。小青哲爸爸说小青哲以前喜欢奥特曼，一
直说要当小英雄，这次他真的当了救人英雄。

10 月 30 日上午 9 点，6 岁的小天使青哲离
开了人间，他捐献了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

目前，小青哲的心脏已经在另一名六岁的小男
孩身体中复跳，共计 5 名接受小青哲器官捐献
的患儿，均手术顺利、状态良好，小青哲和家人
的大爱，让生命之花重新绽放。小青哲的爸爸
妈妈也决定要签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书，也要做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帮助更多的人。

辽宁累计有19万人通过志愿登记

辽宁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介绍截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辽宁省累计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974例；累计有191700人通过志愿登记，表达身
故后捐献器官和遗体（组织）的意愿。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不能继续，与其让
躯体在火焰中沉寂成灰土，何不多一点善意和
勇敢，温柔与慈悲，用最后一份力量，让濒临绝
境的生命超越病痛与意外的羁绊，得以再次延
续。如果您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可以关
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点击“志愿
登记”，进行器官和遗体（组织）捐献志愿登记。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
原则。捐献发生在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一般
不超过65岁，遗体和角膜等组织捐献没有年龄
限制。捐献意愿发生改变，可以随时变更或撤
销。最终能否实现捐献需经医学评估并征得主
要亲属的同意。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11月1日晚，沈阳市除雪办开展除雪现场演练。 沈阳市城管执法局供图

昨日，辽宁省气象台发布 11月 2日
决策服务报告：根据气象意义上的冬季
定 义（5 天 滑 动 平 均 气 温 稳 定 低 于
10℃），辽宁省气象台宣布11月3日我省
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较常年（10 月
19 日）晚 15 天，较去年（11 月 1 日）晚 2
天。我省历史上最早进入冬季时间为
1980年 10月 8日，最晚进入冬季时间为
2005年11月6日。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今日我省进入
气象意义上的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