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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就业创业帮扶援助行动
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 200 场、技能培训

200场、直播带岗活动1000场，开展街区创业
中心建设、零工驿站服务、
就业权益维护等帮扶活
动。全年提供 15 万个就
业岗位，帮扶1.5万名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创业。

春日沈阳，阳光明媚。3月5
日，走进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
暖阳洒满红色住宅楼，平坦的道
路两侧的邻里文化长廊诉说着社
区发生的变化。

“现在小区不仅环境好，生活
也便利。”牡丹社区居民冯月梅
说，活动场地、社区食堂、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等一应俱全，步行仅
需三五分钟。

作为首批完整社区，牡丹社
区都有哪些便民功能？

牡丹社区建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曾经与其他老旧小区一样，存
在“脏、乱、差”乱象。通过老旧小
区改造，实施“一拆五改三增
加”——拆违；改线、改墙、改管、改
路、改绿；增服务场地、增休闲设
施、增安全管理。现在，小区路变
平了，上下水畅通了，线缆入地了，
保温板上墙了，城市书房、幸福广
场、休闲亭廊也逐一配齐。“我在牡
丹社区生活了快20年，眼瞅着这
里越变越好。我每天在广场散散
步、跳跳舞，生活别提多幸福了。”
80岁的张云秀说。

环境提升之余，完整社区服
务设施也得补齐。

白菜豆腐、熘肉段，再盛上米

饭。每天中午，王文义老人都会到
牡丹社区食堂吃午饭。“每餐8元，
饭菜软烂适口、少油少盐，适合我
们老年人的口味。”王文义说。

经过小区改造，配齐了社区
食堂、老年活动室、助浴室、日间
照料室等设施，以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引进专业机构，为居民提供
助餐、助浴、助洁、医疗等12项服
务，满足了老年人群多样化需求。

牡丹社区还“唤醒”闲置空间，
利用废弃锅炉房，“变废为宝”增加
社区活动空间，让合唱队、京剧队、
乐团等有排练场地。免费开设幸福
教育课堂，提供托管、兴趣培养等公
益课程。还把原来堆积废料的空
地改造成了城市书房，让不同年龄
段居民来书房读书、做手工、观展。

如今的牡丹社区，养老、托
幼、医疗、商超、休闲娱乐等各项
生活服务设施触手可及，让居民
幸福感“旧地”升级。

民以居为安。沈阳把老旧小
区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
重要内容，去年，267个老旧小区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今年，沈阳将更新
改造住宅区100个，切实提升居住
环境、设施条件和服务功能，从“忧
居”到“优居”，增强居民获得感。

老旧小区焕新 增添幸福亮色

城市更新事关民生福祉、关
乎城市未来。

沈阳坚持“高品质、精益心”，
下足“绣花”功夫，扮靓都市颜值，
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服务品
质、生态品质、文化品质，打造现
代化生态化国际化大都市。

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空间

午后，漫步沈阳市和平区八
经咖啡小巷，近百家不同风格的
咖啡店形成“一店一景致”“一店
一特色”的业态布局，巨型咖啡
杯、大树“暖冬毛衣”等创意景观
遍布街区角落，吸引了不少文艺
青年品咖阅读、打卡拍照。

然而，前几年，这片区域内
小街巷还是路面坑洼、停车无
序、卫生堪忧。通过背街小巷微
更新，成为新景观。

沈阳在背街小巷微更新过程

中，既传承文化、留住记忆，展现
景观风貌，又完善配套、提升品
质，解决群众生活需求。去年，
132条背街小巷实现有机更新。

今年，沈阳将深入实施城市更
新“五大行动”，更新背街小巷100
条、供水管网160公里、供气管网
150公里、供热管网200公里。同
时，开展浑北环城水系综合治理，
改造提升蒲河景观路，加快构筑

“水城相融、人水相依”的生态格局。

构建“内畅外捷”交通网络

地铁“天上跑”，景在“地上
追”。去年底，沈阳首条“空中地
铁”，地铁3号线西段开通。对于
华晨宝马铁西工厂员工张城来
说，新线路不仅能赏景，更拉近了
工作单位的时空距离。“相比班
车，地铁出行更灵活便捷，每天上
班能节省半小时。”张城说。

随着地铁3号线西段开通，沈
阳地铁线网运营里程增至188公
里，串联起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沈阳中关村科技创新基
地等重点功能区，为沈阳产业提升

与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
地铁线网将继续延伸，开通地铁1
号线东延线，地铁将直达东陵、世
博园等景区。同时，实施东北大马
路等15条街路更新工程，贯通5条

以上断头路。加快新阜、秦沈高速
公路建设，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打造整洁有序城市环境

“以往，开车到世纪大厦，最
头疼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无奈
违停。”沈阳市民金昊说，自从地
铁站附近建成了停车楼，在这里
停完车，可以换乘地铁接续出行。

沈阳相继建成世纪大厦、金
山、大通湖等6座复合立体停车
楼，新增停车泊位4500余个，还
同步提供340个公交泊位，满足
30余条公交线路停车需求，有效
缓解区域内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聚焦解决停车难问题，提高精
细化管理水平，今年沈阳将新扩容2
万个停车泊位。开展精细化管理

“十大行动”，实施“三站一场”及高
铁、高速沿线环境专项整治，不断提
升城市洁化、序化、绿化、亮化水平。

背街小巷微更新 建设宜居智慧城

扮靓都市颜值 生活品质跃升
本报记者 刘 桐

增进民生福祉 绘就幸福沈阳新图景
本报记者 刘 桐

核心
提示

增进民生福祉，是一座
幸福之城最好的注解。

回望过去的一年，沈阳
书写出一份温暖幸福的民生

答卷。这一年，城市能级奋跃而上，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关爱守护“一老一
小”，社区环境华美蝶变……沈阳连续
3年荣获最具幸福感城市，用关怀民生
的“温度”标注着百姓幸福的“刻度”，让
百姓享受到高质量发展的红利。

美好生活，民心所向，幸福所在。沈
阳坚持民生导向，聚焦舒心就业、幸福教
育、健康沈阳、品质养老等民生工程，着
眼便民、利民、安民实施城市更新五大行
动，提升城市品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
心，为幸福之城的画卷上“增色添彩”。

“幸福沈阳”缘何而来？让我们一
起解锁沈阳“幸福密码”。

“欢迎来到就业直播间，今天
直播岗位满满、薪资从优。”近日，
在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就业直
播间，网络主播正推荐就业岗位信
息，公屏上点赞、问询互动火爆。

就业大集直接开进社区，30
多家单位带来了70余个岗位，
直播60分钟，多名求职者线上
投简历。“在家门口就能找工
作。”孙女士通过社区“牵线搭
桥”，找到时间灵活的工作。

网上带岗人气旺盛，线下
招聘人声鼎沸。

春节刚过，中国沈阳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就热闹起来，春节
后首场大型就业服务活动便吸
引了309家单位现场揽才，11619
个岗位虚位以待。活动当日进
场求职者达1.1万人，收集简历

1.4万份，达成意向3460人，折射
出就业市场供需两旺态势。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去
年，沈阳城镇新增就业14.8万
人。今年，沈阳将持续推进“舒心
就业”民生工程，通过发展新就业
形态，开拓新职业新岗位；通过延
展产业链条实现拓岗，全年举办
招聘会600场，提供15万个就业
岗位。

在稳就业的同时，还加强引
育高层次人才。眼下，沈阳正形
成职业与人才的“双向奔赴”。

近日，沈阳市皇姑区发布
“引博”公告，面向海内外招引
博士人才诚意满满：提供事业
编制，发放生活补贴、报销本硕
博全额学费，提供精装住房等。

“刚报到就选房，在沈阳工

作非常安心。”前不久，毕业于
厦门大学的博士潘思同刚入职
就拿到了皇姑区提供的博士人
才房钥匙。“引博工程”实施两
年来，皇姑区招引博士人才达
101 人，营造出“孔雀向北飞”
的生动局面。

筑好“巢”，方能引得“凤凰”
来。今年沈阳强化高层次人才
支撑，继续实施“兴沈英才计划”，
通过“博士沈阳行”等活动，精准
引进高层次、高精尖人才，吸引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35个，引育高
层次人才600人。深化青年发展
型城市建设，为广大青年搭建更
好的舞台、提供更多的机会。

常谋民生之利，勤解民生
之忧，沈阳，幸福之城的民生新
图景正徐徐铺展。

端稳就业饭碗 擦亮幸福底色

“没花一分钱，适老化改造
连生活细节都考虑全了。”走进沈
阳市铁西区卢静娥老人家，只见
墙上装有扶手，床边摆放着全新
的轮椅，卫生间更换成智能马
桶。“老伴儿脑梗后，下床、如厕都
成了大难题，现在有了这些设
施，照顾老伴儿轻松多了。”卢静
娥说。

防滑垫、四脚手杖、护理
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设
施，却解决了居家养老的现实难
题。截至目前，通过对1万余户
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减
少了老年人在家中发生意外的
风险。

不仅如此，高龄老人还能享受
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福利”。
近日，牡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护理员来到83岁的王文义家，
帮忙照看其老伴儿3个小时。“老
伴儿手术后，我自己照料不了，
通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护理。”王

文义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还配有远程医疗室、康复理疗
室，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墙上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的
屏幕显示独居老人健康情况。

“通过应用语音视频互联、燃气
烟雾报警、人体红外监测等信
息化设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网格员、志愿者和老人的亲属
就会收到信息，老人也能一键呼
叫120急救中心。”牡丹社区党
委书记王晖介绍，社区健康服务
站还能与十余家大型医院联网
在线问诊。

从养老到享老，一组数据印
证出沈阳“品质养老”工程让居家
养老渐成现实：去年，培育200个

“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累计
培育品质养老社区995个，今年
还将实施20个医康养护一体化
项目，“一刻钟”社区养老服务圈
初步形成。

通过“健康沈阳”进社区行

动，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载体，
组建2552个家庭医生团队，建成
252个健康工作室，重点人群家庭
医生签约率达78.3%，39.36万人
享受签约减免政策，减免金额达
787万余元。

服务“一老”也要关注“一小”。
剪刀飞舞、纸屑飘落……

在多福社区幸福教育课堂上，
丛婧涵跟着老师学习非遗剪纸
技艺。丛婧涵说：“这里能学古
筝、练合唱，还能交到小伙伴。”
学校放假，社区开学。“寒假期
间，我们开设18类兴趣课程，让
孩子们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多
福社区党委书记樊月说。

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
教”，沈阳持续推进幸福教育，培
育市级社区幸福教育课堂示范
点270个、村屯幸福教育课堂600
个。近3年来，沈阳建成中小学
校49所，新增公办学位6.2万个，
新增校舍建筑面积86.9万平方
米，呵护“小树苗”成长成才。

守护朝夕美好 提升幸福成色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组织的幸福教育课堂上，学生们
正在学习制作中国结。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沈阳地铁3号线开通运营，成为城市一道风景。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本报记者 刘 桐 整理

制表 许 科

加强“停车难、行车堵”综合治理
采取新建、盘活、共享等方式，全年扩容

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挖潜住宅小区、办公区
等周边公共空间，建设公共
停车场10处。加强交通组
织管理，对165条严管街路
持续严管提升，对 20 处点
位实施治堵提升工程。

满足群众便利化出行需求
新建及维修改造农村公路 800 公里，实

施国省干道养护工程120
公里，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20 条，实现地铁 1 号线东
延线通车运营，推动沈白
高铁竣工通车。

强化城市燃气安全保障
改造燃气管道150公里。免费为居民用

户安装燃气安全“四件
套”，其中，安装智能燃气
表 20 万块、过流阀 20 万
个、长寿命连接管 20 万
根、燃气报警器10万台。

加强城乡电网建设
实施农村地区变压器及配网线路改造等工

程105项，解决215个村约9
万户居民频繁停电及用电
电压低等问题；实施城市供
电设施改造升级工程等19
项，提升29个住宅小区约8
万户居民用电可靠性。

提高城市供排水质量及防涝能力
新建改造城市供水管网160公里，免费更

换居民水表20万块，改造二次供水泵站300
座，提升居民用水品质及供水稳定性。新建改

造市政排水管网30公里，
改造城市易涝积水点位，实
施浑北环城水系清淤34万
立方米、改造护岸12公里，
解决重点区域排水防涝、影
响居民出行等问题。

实施住宅区宜居改造及供热质量
提升工程

改善小区居住环境，改造住宅区100个，
更新老旧电梯1086部；加强小区电动车管理
服务，配置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12.8万个，安

装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识
别管控系统 5 万部；改善
居民供热质量，改造供热
管网 200 公里，维修锅炉
300 台，修复 1000 栋居民
楼内破损供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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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做好残疾人关爱服务
免费为全市18.7万名持证残疾人缴纳意

外伤害保险。新增残疾人就业不少于 1000
人。为 0 至 14 岁符合救
助条件的 5 类 2500 名残
疾儿童，提供手术费、康
复训练费、辅助器具配置
费和生活费补助等康复
救助。

增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对 100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进行更新改造，为500所村卫生室配备多
功能健康检查检测设备，
招聘 1000 名基层医疗机
构短缺专业技术人才，选
派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1 万人次，
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能力。

实施养老暖心护航行动
为沈阳市户籍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人每月

发放30元高龄津贴，实现80周岁以上老年人高
龄津贴发放全覆盖。为4万名60周岁以上特殊

困难老年人免费缴纳意外伤
害保险，免费开展健康状况
等老年人能力评估，实施家
庭适老化改造不少于2000
户。提升200个幸福长者食
堂服务能力。

鸟瞰沈阳浑河两岸，高楼鳞次栉比。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