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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大连地区的春小
麦进入成熟收割季。大连
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前
革村的大片金黄色的麦田
格外显眼。据了解，今年春
小麦即将丰收，亩产预计能
达到1200斤。

金色麦浪随着夏风轻
轻摇曳，引来游客前来游
玩和观赏，鸟儿们追逐金
波荡漾的麦浪，抢食着饱
满的麦粒。
本报特约记者 吕文正 摄

夏日里的
金色麦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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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沈阳市文体旅产业新
质生产力成果展、文创产品和非遗产
品展示在沈阳创新天地举行。沈阳
文体旅资源通过图文、实物、多媒体
融合展示，引来众多关注目光。

展示区分为新质生产力、体育、
非遗、传统艺术等板块。体育板块展
示篮球、马拉松、足球、冰球、赛艇重

点项目及相关产品，展现深厚的体育
文化底蕴；非遗板块的胡魁章毛笔制
作、辽绣、沈阳于氏面人等非遗项目，
展示沈阳多彩的文化资源；沈阳故宫
的文创产品、仿真机器人让观众真切
体验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陶 阳 文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本报讯 记者崔振波 黄岩
报道 6月19日，我省法院首个人
大代表诉源治理工作站——“艾竹
诉源治理工作站”在抚顺县人民法
院揭牌成立。

工作站以全国人大代表、抚顺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高
温合金二室科研员王艾竹名字命
名。工作站在最高法院办公厅指
导下成立，设在抚顺县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全国人大代表王艾竹监
督、指导、参与，共同做好矛盾纠纷
调解和促推社会治理工作。

工作站是调解室的“升级版”，

除了开展具体矛盾纠纷的调处化
解外，还将更好发挥人大代表密切
联系群众、通达社情民意的优势，
就社会治理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
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助力矛
盾纠纷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实质
化解，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为确保工作站运行、管理的规
范性、常态性、实效性，抚顺县法院
制定了工作规程，明确工作职责；
建立“1+1+1”工作团队，为工作站
选派一名资深法官、一名法官助
理，会同和辅助全国人大代表开展
日常工作。

我省法院首个人大代表诉源治理
工作站在抚顺揭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许蔚冰报道
日前，本溪市开展创业创新大赛赛
前培训，挖掘青年人才优质创新创
业项目，提高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此次创业创新大赛是辽宁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第六届“中
国创翼”选拔赛的一部分，主题为

“人才引领 走向未来”，本溪市共
有 21 个创业创新项目参加，本溪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承
办单位，邀请了辽宁省创业指导专
家为项目团队提供赛前辅导服务，
帮助参赛项目充分做好赛前准备。

大赛采用“2+3”模式，包括 2
个主体赛和 3 个专项赛。其中主
体赛有先进制造、现代服务2个赛
道，专项赛有乡村振兴、银发经济
和绿色经济3个赛道。

在主体赛的先进制造赛道，将
重点面向辽宁省制造业的产业定位
和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先进装备制
造、重大技术装备、新型原材料、绿
色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和以培
育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各类新兴产业创业项目。既包括
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机器

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人工
智能、元宇宙等未来产业；现代服务
赛道包括研发设计、供应链金融、健
康、托育、文化、旅游等生产性服务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专项赛的乡村振兴赛道将重
点面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致力
于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发展各具特
色的乡村富民产业，优化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的各类乡村创业项目，包括农业科
技研发、优良品种培育、特色种植
养殖等；银发经济赛道包括老年康
养、生活照护、医疗保健、智慧养老
等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绿色
经济赛道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
业、生态旅游等对现有的传统产业
进行“绿色化”改造的创业项目。

目前本溪市正在实施“人才兴
市”发展战略，通过举办创业创新
大赛，全市将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
用，把青年人才就业创业工作和举
办创新创业活动有机融合，发挥青
年人才创新创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实现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
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

本溪市举办创业创新大赛
赛前培训

本报讯 记者田甜报道 近
日，阜新市首期“家政服务员夜
校”在清河门区举行开班仪式。
培训班共有学员 58 人，培训课程
为母婴护理（五级）。与普通培训
有所不同的是，培训的上课时间
为 17 时到 20 时，有效破解了学员
正常工作、生活与培训时间冲突
的难题，培训学员出席率和学习
热情格外高涨。

为扎实推进实施“厚道阜新·心
中有你”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困难群体急难愁盼问题，阜
新市人社部门聚焦市民职业能力

提升需求，创新技能培训形式，利
用群众 8 小时以外空闲时间积极
开展“技能夜校”培训活动，不断提
升群众技能水平，助力群众创业增
收，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技能夜校”让各类劳动者能
够利用业余时间集中学习，实现
技能培训和日常工作“两不误、
两促进”。下一步，阜新市人社
局将继续加大工作联动力度，通
过政策赋能、岗位赋能、技术赋
能，全力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创业，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阜新开办“技能夜校”
帮扶群众就业创业

夏日炎炎，凤城的学子迎来中
考。有一个“特殊”的送考团队早已
做好准备，她们是凤城的“爱心妈
妈”助学团。她们要送进考场的考
生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却为
这些孩子付出了胜似母亲的慈爱。

“送这些贫困孩子进考场，我比送自
己的孩子还紧张，希望他们都能考
出好成绩，靠知识为自己拼出个好
的未来。”“爱心妈妈”曾繁娟早早地
就备好了送考的红色“战袍”，这已
不知是她第几次送考了，每年送完
高考送中考，她在忙碌和喜悦中迎
接孩子们的好成绩。

凤城市“爱心妈妈”助学团自
2015年创建以来，发展至今已有成员
1500余人，助学团的成员是在用“母
爱”的温暖力量陪着贫困学子走好求
学路。

在忙着准备中考送考的同时，

曾繁娟和队友们已经为刚刚结束
高考的贫困学生准备好了上大学
的用品，满怀期望盼着孩子们考出
好成绩走进自己理想的大学。“有
些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陪着他
们一路走过小学、初中，眼看着要
上大学了，为他们高兴，也觉得舍
不得，更得加把劲，帮他们完成大学
的学业，实现孩子们的求学梦。”她
的真情话语，让记者感受到她把这
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和
关心。

“永远忘不了那年陪小凤高考，
她的失落与成功牵扯着我的心。”曾
繁娟讲述着她跟“女儿”小凤的故
事。这个叫小凤的女孩是个孤儿，
她们在 2016 年相识。特殊的缘分
让小凤成为曾繁娟家中的一员，从
此她又多了一个“女儿”。

“还记得在高考出成绩那天，

小凤仅差 一 分 就 进 入 理 想 的 大
学，看到成绩那一刻，她哭了，哭
得撕心裂肺。”曾繁娟的心也被孩
子的哭声撕扯得万般疼痛。她把

“女儿”搂在怀里，一边陪她掉眼
泪，一边安慰她：“只要你努力，进
入大学继续好好学习，以后考个研
究生，你考到哪，曾妈妈就供你到
哪！”小凤抱着曾繁娟动情地喊出

“妈妈……”曾繁娟回忆至此，眼泪
湿了眼眶。

近 10 年来，凤城“爱心妈妈”
助学团的“妈妈”们已经陪着 300
多名贫困学子走上求学路，其中
100 多名已经上了大学。每年中、
高考前，凤城市妇联通过逐级摸底
调查，将品学兼优的低收入家庭
学子名单提供给爱心团，经过入
户考察，进一步掌握比较全面的
情况，认定救助对象并确定捐助

标准。
“爱心妈妈”多年的奉献让爱的

暖流不断延续。曹桂云帮扶的孩子
小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找
到了工作。小富和曹桂云经常通电
话、发微信，工作中他吃的苦、受的
委屈都爱跟曹桂云说，曹桂云就像
母亲一样给他安慰和建议。“虽然小
富还没有更好更稳定的工作，但他
一有了收入就开始回报社会，也加
入了爱心助学队伍，每月捐款，帮助
其他的贫困孩子。”想着自己帮扶长
大的孩子成长为勤劳、善良的好青
年，曹桂云慈爱的笑容浮现在脸上，

“爱心传递有了‘接班人’，我们的付
出没有白费。”

“爱心妈妈”助学团十年温情守护伴成长
本报记者 王卢莎

身边暖力量
NUANLILIANG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通过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监测，对评定
为安全风险低的 A 级食品生产企业
基本“无事不扰”，只在触发预警才进
行“飞行检查”（即事先不通知被检查
单位实施的现场检查），其他类企业
仍按原来方式监管体现“无处不在”，
这是今年大连市在食品生产监管领
域实施“预警触发式”监管模式后的
状态，记者 6 月 19 日获悉，这种监管
模式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

大连市将食品生产企业按风险等
级由低到高划分为 A、B、C、D 四个风
险等级。近日，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在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中发现一条本

地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预警信息，该
安全风险 A 级企业生产的海产制品
在外地抽检中存在不合格项。市场
监管部门在确认为有效预警后，第一
时间启动食品生产领域“触发式”监
管，对企业进行“飞行检查”。针对触
发预警的因素，监管人员重点检查了
企业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出厂
检验等内容，并从加强原料把关、改
进生产工艺、严格产品检验等方面，
对企业提出整改意见，指导帮助企业
及时控制风险，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据介绍，“预警触发式”监管模式
利用并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监管”的

优势，是一种基于信用分类和风险分
级建立的智慧化预警触发机制。大
连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大连市现有1900余家食品
生产企业，为提升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效能，大连市注重风险前置管理，先
期在全省率先出台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理办
法，全面归集企业基本信息、监管信
息和社会监督信息等19类企业信息，
构建由32个评价指标构成的食品生产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专业模型，同步完
善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通过智慧化、
信息化系统及平台等数字化手段，对
预警信息进行归集，建立智慧化预警

触发机制，开展“预警触发式”监管，
增强食品安全监管早期预警能力。

实施“预警触发式”监管后，大
连市针对 800 多家食品安全风险较
低的 A 级食品生产企业出台指导意
见，在明确两年全覆盖监督检查的
基础上，划定预警防线，做到无事不
扰。对其他风险等级的生产企业按
照原有监督检查要求开展监管。通
过分类施策，推动食品生产安全监
督检查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
转变，进一步引导全市食品生产企
业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能级，有效降
低食品安全风险，提升了监管的靶
向性和精准度。

大连建立智慧化预警触发机制
对800多家食品安全风险A级企业无预警不打扰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沈阳
市机动车保有量大幅提高，截至目前，
沈阳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319.6 万
辆，交通事故发生数量逐年递增，全年
各类交通事故累计达到35万件。

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难点、痛点和
堵点，今年 4月 1日起，沈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各区法院、沈阳市保险行
业协会三方联动，依托沈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 14 个大队组建道路交通
事故诉前调解服务中心。

看沈阳道路交通事故诉前调解服
务中心如何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明规则、辨权责、促调解、解民忧。

服务前移
就地调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

今年5月，丛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

与一位老人杨某某发生碰撞，杨某某出
现门牙损伤及其他牙齿松动。在沈阳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铁西大队的诉调
服务中心，双方因牙齿后期医疗费用等
事宜协商未果，争执得面红耳赤。

沈阳公安交警铁西大队诉调服务中
心调解员以“接地气”的方式，耐心为双方
当事人讲解相关法律规定及鉴定标准。
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

据了解，当前，造成人身伤害交通
事故的处理易导致事故当事人的不满，
不安定因素增多。如果久拖不调、久调
不成，容易“小事拖大，大事拖诉”，给社
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
要抓前端、治未病。

今年4月1日起，沈阳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局、各区法院、沈阳市保险行业
协会在广泛倾听民声、体察民情、保障
民生基础上，依托沈阳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 14 个大队组建道路交通事故
诉前调解服务中心。

诉调服务中心可提供法律咨询，
解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关的
法律问题，帮助查找相关法律规定，并

提供便民服务。办理立案手续，将服
务窗口前移，为群众解决纠纷提供司
法便利。调解未果的，就地立案，提高
审判效率，扩大审判效果，更好地保护
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减
少大量民事法律诉讼成本，切实维护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方联动
实现受案调解审判无缝衔接

诉前调解是在法院立案受理前，
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
意的情况下，诉调服务中心进行调解。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诉调服务中心将交警部门、法
院、保险公司有机统一，结合交通事故处
理的实际，将受案、调解、审判有机融入、
无缝衔接，三个部门共同开展工作，通过

“搭建一个平台，解决两个极端问题，实
现三方联动”，从而将事故赔偿做透明，
减少中间人的介入、减少事故当事人的
顾虑、减少事故赔偿的中间环节。

沈阳公安交警部门还与沈阳市保
险行业协会建立了解决问题机制，与占

保险行业份额95%以上的前十家保险
公司达成共识，提出了“快速办服务老
百姓、零费用解决大问题”总体工作构
架，推出并公示了全部免费的“诉调对
接一体化、评估委托一站式、事故理赔
一条龙、问题解答一系列”四项便民服
务和“政策法规、理赔流程、赔偿标准、
保险规定、诉讼程序”五类业务咨询，通
过拓展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诉前调解途
径，有效提高了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

判决不是案件的终点，“事了”才
是司法的追求。

沈阳道路交通事故诉调服务中心
的实体化运转已初见成效，既有效整
合了交警、法院、保险公司的现有资
源，节约了行政、司法成本，又有利于
妥善处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合力化
解矛盾纠纷。

截至目前，沈阳市14个诉调服务
中心共接待群众业务咨询2129人次、
成功调解 227 件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及时化解道路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纠
纷，实现纠纷止于前端、化解在萌芽，
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效降低
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的成讼率。

公安、法院、保险三方联动，沈阳组建14个道路交通事故诉前调解服务中心

诉前调解将矛盾纠纷止于萌芽
本报记者 刘 桐

关注

沈阳举办文体旅资源融合展

本报讯 见习记者白复海报
道 近日，锦州市集中放飞一批获
救助候鸟，包括东方白鹳、黄胸鹀、
秃鹫等多种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
动物，引发市民广泛关注，在为生态
之美增色的同时，助推爱鸟护鸟成
为文明锦城的新名片。

去年以来，锦州市野生动物
救助保护中心已累计救助各种珍
稀鸟类共 265 只，开展多次候鸟
集中放飞行动，多种珍禽及时获
救助重返大自然。其中，东方白
鹳、黄胸鹀等珍禽 83 只，占比超
过 30%；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红隼、雕鸮、秃鹫、雀鹰等猛禽类
候鸟31只。

据了解，救助中心还救助了包
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嘴鸥
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天
鹅、疣鼻天鹅等。

救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如今，
锦州市民爱鸟护鸟的意识明显增
强，救助的候鸟中，一部分是不法分
子非法猎捕及售卖时被森林公安部
门查获的，但更多的是受伤后被热
心群众发现送至保护中心的。目
前，大多数受救助的候鸟已顺利回
归大自然。

锦州开展救助候鸟集中放飞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