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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沈阳市创业创新创意创造大
赛复赛在沈阳大学图书馆开赛。101 个项目
将角逐晋级决赛的 55 张入场券。大赛以“发
现城市新概念 寻找职业新样态”为主题。6
月份开赛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积
极参与。大赛设置“5+1 赛道”，其中，青年创
意赛、制造业赛、服务业赛、劳务品牌赛和乡
村振兴赛等 5 个常规赛道征集项目近千个，
近 4000 人参与；创意星探赛收到投稿 950 个，
万余人参与。

10月31日，经过线上初赛评选，101个项目

晋级复赛。这些项目覆盖了三大产业，代表了
沈阳市的先进材料制造、生物制药、电子信息、
人工智能、养老服务、果蔬培育等多个行业。参
赛人员中有很多是知名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回
沈发展的博士、教授，来沈发展的国际友人、海
外华侨。项目质量高，可落地性强，具有很强的
带动就业能力。

决赛将于 2023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沈阳
大学举行。届时，评委们将根据项目的创新性、
实用性、市场前景等因素进行评判，选出各赛道
的优胜者。同时，本次大赛还为获奖者准备了

丰厚的奖金，以激励他们在创业创新的道路上
继续前行。一等奖奖金6万元/名，二等奖奖金
3万元/名，三等奖奖金2万元/名。

此次大赛的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激发沈
阳市的创新活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就
业创业工作的提升。同时，也为更多的创业
者和创新者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转化为实
际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为 沈 阳 市 的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沈阳市创业创新创意创造大赛复赛开启

101个项目角逐决赛入场券

张腾蛟、辛强、张阳等 20 位名师代
表和徒弟代表现场签署“师徒结对协议
书”，带动全市各层级的师徒结对签约近
700对……近日，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
市总工会举办“名师带高徒”签约仪式，
为技能大师与青年技工牵线。

“名师带高徒”活动历时三年，已成
为市总工会的重要品牌活动。开展“名
师带高徒”活动，是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铺就高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的
重要途径。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名师带高徒”活动以市职工技术协会为
平台，充分发挥名师在传帮带中的作用，
用实际行动培育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
工匠，为沈阳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人才动能和创新力量。

2022年，市总工会紧紧依托市职工
技术协会平台，进一步扩大师徒结对活
动的服务范围，以“千对师徒结对”为特
色，发挥师徒结对育人机制优势，帮助
更多青年技术工人打通成长成才通道，
实现市级层面“名师带高徒”签约 464
对，推动全市 2034 对职工建立师徒关
系。

今年，市总工会将“名师带高徒”活
动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培育壮大新时
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上来，找准“服务
振兴大局、服务职工群众”的结合点和着
力点，由各区县（市）、各产业工会推选出
名师代表，与他们的徒弟代表现场签署

“师徒结对协议书”。“名师带高徒”活动
成为提升全市职工技术技能素质、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经辽宁各级工会培育推荐和省总工
会实地考核，辽宁省总工会决定命名马
长好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32 个工作室为
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室，命名张杨职工
创新工作室等179个工作室为辽宁省职
工创新工作室。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工会聚焦辽宁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深入开展“学
当建”系列活动，培育了一大批注重精神
传承、团队协作高效、创新业绩突出、聚
焦人才培养、社会效益显著的劳模和职
工创新工作室，在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
三年行动各项工作中，展现了新时代辽
宁工人阶级的崭新风貌，进一步发挥了
工作室示范引领作用。

截至目前，辽宁已创建全国示范性
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12个、辽宁省劳
模创新工作室 374 个、辽宁省职工创新
工作室1122个。预计到今年底，全省市
级及以下创新工作室将增至 4000 个以
上，届时，辽宁各级各类劳模和职工创新
工作室将突破5500个。

省总工会将持续推动创新工作室创
建工作，充分发挥辽宁省劳模创新工作
室和职工创新工作室示范引领作用，加
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
队伍。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盐水大虾、小炒肉、白菜炖豆腐……整洁的
餐台上，摆着一排排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的菜
品，老人们正在排队购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
在苏家屯区的社区食堂上演着。为了进一步推
进养老服务，解决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苏家
屯区努力打造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让更多
老年人能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餐、放心菜。

近年来，苏家屯区民政部门深入社区倾听
群众心声，亲身感受社区食堂运营情况，会同各
街镇、助餐单位，对接各餐饮行业，聚力破解供
餐能力有限、餐品种类不足、供餐范围不广等问
题，努力构建“社区长者食堂+老年助餐点+送
餐上门服务”养老助餐服务体系，用可口饭菜

“捂”热老人心。
“这饭菜真热乎、真香啊，可是比这饭菜更

热的是人心啊！”家住孔雀城苹果社区的居民
崔阿姨激动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在家门口，收
到了盼望许久的热气腾腾的饭菜。崔阿姨虽
然年过七旬、有肢体残疾出行困难，但由于年
龄不符合送餐标准，一开始并未享受到上门服
务，不久前她向社区干部说出了自己“吃饭难”
的诉求，经过评估和协调，为她办理了上门送
餐手续。

为了保证送餐上门的配送时效，丰富送餐
人员组成，目前有社区志愿者、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餐饮单位聘用人员以及物流网络的外卖员
等，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送餐接力中。在综合
利用现有资源协调保障好送餐力量的基础上，
进一步用好“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以基层自
治能力的强化补充助餐配送力量，让暖心用餐

服务“近”家也“进”家，满足老年人的多元用餐
需求。

为了方便居民用餐，孔雀城幸福长者食堂
还推出了会员制度。老年人和 70 岁以上的残
障人士只需凭借身份证和残疾证办理会员即可
享受专属折扣：60岁及以上9折优惠，70岁及以
上8折优惠，80岁及以上7折优惠，而90岁及以
上老人和残障人士则可免费用餐。

截至目前，全区已经建设 11 家社区食堂，
日均服务 1000 余人次。苏家屯区将持续推进
社区助餐食堂建设，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切入点，
以服务“一老一幼”为发力点，构建“15分钟便民
服务圈”，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全
区为老助餐服务“一盘棋”。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为了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 努力打造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

苏家屯区已经建成11家社区食堂

辽宁秋收进入尾声 多地单产攀新高

辽宁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之一。最新农情调
度显示，辽宁省粮食已收获 5266 万亩，收获进

度 98%。其中旱田作物收获已基本结束，全省
秋收已进入尾声。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介绍，

今年辽宁多地粮食单产出现新高，粮食总产量
有望超过495亿斤。 图文据新华社

11月3日，农户在盘锦市大洼区王家街道兴海村将收割的水稻装车（无人机照片）。

省总工会命名211个
辽宁省劳模和职工
创新工作室

700对！
技能大师“领航”
青年技工“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