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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济南

天气恶劣挡了外地患者就医路

大雾天，省城大医院有点冷清
本报12月5日讯(记者

任志方) 平日里熙熙攘攘
的候诊大厅，只有零星的人
坐着排队，在个别诊室，往
日忙碌的医生也在悠闲地
翻着报纸。这样的情景就出
现在省城几所大医院里，12
月5日的一场大雾让外地来
济南的求医者少了很多，在
齐鲁医院、千佛山医院、省
立医院，不少诊室从下午开
始便显得有些冷清。

12月5日上午11时许，
虽然还不到下班时间，但在
齐鲁医院二层的耳鼻喉科
门诊三区，坐诊的医生已经
开始准备下班了。记者看
到，走廊里只剩下了四五位
排队等候的求医者，其中的
一间诊室，三名医生正围在
一起讨论工作。一位姓栾的
医生告诉记者，“今天的人
不多，平时每到周一上午都
能看四五十个病人，到了这
个点根本歇不了。”

随后，记者在儿科、耳
鼻喉科等几个门诊外询问
了六位正在排队的求医者，
对方都表示自己是从济南
市区赶来这里看病的。

在医院一层的儿科诊
室，一位准备下班的医生也
表示，周一上午看病的人比
以往少了不少，“平时大部
分是从外地来看病的人，这
么大的雾，高速路上肯定不
好走，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不
来了。”

下午2时许，记者又来

到千佛山医院，医院的耳鼻
喉科候诊区只有一位求医
者在等待，显得有些冷清。
六个诊室中有一个诊室有
人问诊，另外的几个诊室
里，医生都没有接诊。

在其中的一个诊室里，
一位王姓医生正在电脑上
翻看着当天的接诊情况，
他告诉记者，来看病的人
上午比较多，下午还没来
几个人。“普通门诊最多二
三十人，专家门诊能有四
十多个人，和以往的周一
没法比，看病的人少了三
分之一。”

在医院门口，一位负责

车辆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平时都有很多外地车
过来，但今天停车场上停的
大多数都是本地车。“估计
是因为大雾，高速路不好
走。”

随后记者来到省立医
院东院，在医院二楼的内科
候诊区，有十多位求医者在
等待看病。几个诊室中，除
了中医内科、内分泌科、消
化内科诊室外，患者都不算
多。在心血管科诊室，一位
医生翻看起了当日的报纸，
她告诉记者，今天来看病的
大多都是济南本地人，外地
的求医者要少很多。

本报12月5日讯(见习
记者 宋立山 ) 连日的
大雾给省城百姓带来了不
少麻烦，5 日记者走上街
头，具体了解他们的感受。

“这么重的雾气，没法
晨练了。”家住历山名郡的
吴先生说，平时他和老伴
儿都有晨练的习惯，从小
区一直走到千佛山公园，
然后在公园里练练剑、踢
踢毽子。但是因为今天起
了大雾，吴先生只得歇一
天。“雾太大了，喘气都困
难，上了年纪，这个天不适
合运动。再说了，雾天空气

不 新 鲜 ，里 面 有 害 物 质
多。”69岁的吴先生说。

文化东路上一位卖报
的李女士说，自己患有关
节炎，一到阴天下雨就难
受。今天雾气很重，空气湿
度大，现在又是冬天，天气
本来就冷，“又湿又冷最难
熬了”。“早上起来出门一
看是大雾天，赶紧回去多
加了件衣服。还特地换了
一副好一点的护膝，现在
坐在这里也没敢摘下护
膝。”李女士指着膝盖说。

家住文化西路体院宿
舍的王先生也表示，“岁数

大了，关节毛病多，遇上雾
天一般不出门。”他说，屋
里暖和，在家里躲了大半
天，到了下午发现家里没
菜了，才硬着头皮出门买
菜。

在历山路上的多个路
口，记者发现，今天戴口罩
的明显多了起来，尤以骑
车上下班的女士居多。一
些出门没戴口罩的市民把
围巾裹在嘴上，临时充当
口罩。在和平路上接孩子
放学的陈女士说，“从家到
学校不足5里地，口罩就湿
漉漉的了。”

“这么重的雾气，没法晨练”
连日大雾带来麻烦

本报12月5日讯(见习
记者 修从涛 ) 1 2 月 5
日，大雾弥漫省城，高新区
位于济南东部郊区，湿气重，
雾气比市区更大。大雾天气，
高新区的交通和人们出行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12月5日9时，记者在
经十路高新段看到，大雾
弥漫整个道路，从省博物
馆附近的天桥看去，过往
车辆都放慢速度，有的开
着双闪灯以警示后面车
辆。但记者发现，经十路高
新段并未出现堵车现象，

“可能是私家车主知道今
天大雾，怕交通不好，不少
人都主动放弃开车转乘公
交上班了。”高新区交警黄
先生说。

开私家车的人减少
了，乘公交的人多了。记者
在“高新开发区”站牌处发
现，乘坐115路车来高新区
上班的人挤满了整辆车，
在此站下车的人达20个左
右。“我今天比平时提早了
半小时来上班，住的地方
离高新区比较远，先是坐2
路车，再倒115路，2路车也
是挤得要命。”在高新区上
班的小刘说。

家住鑫苑国际社区的
王女士说，同事因雾天坐
错了公交车，“在高新区，
那 么 熟 悉 ，结 果 由 于 大
雾，(同事)都找不到路，
坐错地方了。好多高速都
封路，还有个同事去枣
庄 ，绕 了 好 远 才 能 下 高

速。”王女士说。
17时许，正值下班高

峰期，在经十路高新段上
汽车排起长龙。据了解，在
高新区上班的企业职工多
数住在市区里，“一下班这
里就成了空巢。”齐鲁软件
园的甘女士说。“从舜泰广
场的高楼上望去，像停车
场。”舜泰广场某公司的小
倪说。

高新区位于济南东部
城郊，湿气比较重，雾气比
市区更大。目前，高新区交
警已经加强了警车巡逻，
并安排交警在重要路段测
试车速，“尽量减少雾天车
祸的发生，如果发生意外，
及时疏导。”高新区交警黄
先生说。

怕堵车，开私家车上班的少了

雾气增大公交线路压力

明年考本更难了，不少市民加快学车步伐

浓雾挡不住学车热
本报记者 孟敏

大冷天，雾气弥漫，冷风瑟瑟，仍然挡不住省城学车人的脚步。5日，在省城一

驾校，学车的人数超过了100人，车辆也增加到约20辆。据了解，济南明年起学车

打卡计时，三个科目不得少于86学时，原本计划明年学车的市民为了赶搭末班

车，加快了学车的步伐。

原本冬天是学车的淡
季，然而这个冬天却是异常
热闹。记者从省城一家驾校
了解到，这一时期学车的人
数并没有减少，反而比去年
同期增加了两成。

一位已经报名一年多
的学员说，春季学车的人爆
满，更难摸到车，还不如冬
天来学，虽然冷点，但至少
能多练练。另一位张姓学员
表示，自己是因为无证驾驶
被查到了，想年前尽快学出
证来，也算是了一个心事。

据了解，自明年1月1日
起，济南市报名学车将实行
IC卡教学。不仅教练上岗要

打卡，学员每次学车时也要
拿着录入自己信息的IC卡打
卡上车，保证完成86学时的
教学。

“完不成规定学时，不
允许提前考取驾照，这使得
很多人赶在年前报名，但是
考驾照要有程序，先考科目
一，科目二、科目三得练习
熟练了才能考，很可能就得
延到年后。”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目前济南所有教练车
已经开始分批安装培训计
时系统、GPS和视频监控系
统了，学员要想早点拿到
证，还是要保证完成学时，
自己多上心多练习才行。

报名学车人数同比增两成
5日，在济南华山镇附近的一个练车

场，虽然是大雾天，却来了100多名学员，
练习坡停坡起的场地也全部都满了。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5日，教练正在教学员侧位停车。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医院候诊室里，等待看病的人比平时少了很多。
本报记者 任志方 摄

年前考出来

心里才安稳
5日上午9时许，太阳还

是没有露面，气温依然很低，
雾气也没有消散。在济南历
城华山镇附近的一大型训练
场，场上约有20辆教练车、超
过100名学员在训练。

天冷又有大雾，怎么还
有这么多人在练车？“春节前
要是学不出来，心里一直挂
着，总是个事儿，年都过得不
安稳。”一位王姓学员表示，
年后学车更麻烦了，又要打
卡计时，又要增加考项，上班
族更难抽出时间了。

据了解，现在学车的学
员，绝大部分是想在年前拿
出驾照的。“报名的时候就知
道要赶到冬天练车了，但我
不怕冷。”一位12月份考科目
二的学员王晓梅说，“即使戴
帽子、捂口罩、穿棉衣，也要
来 学 车 ，争 取 年 前 拿 到 驾
照。”

一车六七个学生

一上午摸两把车
“没办法，要练习坡停坡

起、过单边桥、连续弯道、轧
井盖、侧方位停车、直角拐
弯……这么多内容，摸一把
车下来的时间太长了，人又

多，一上午只能摸两把车。”
一位学员等得有点着急了，
干脆玩起了手机。

记者注意到，一辆车大
概有六七个学员轮流来练，
车上坐着三名学员，一名学
员在教练的指导下练习，其
他两名学员在后座上听着，
另外三名学员在车下等着。

“驾校的车辆已经全部
调过来了，正在想办法增加
学生的训练次数。”一位教练
表示，没想到这么多学员赶
到这个时间来学车，现在只能
让学员早点集合，驾校派车把
他们拉到这里，增加练习的时
间，时间长了能多练几遍，增
加顺利通过考试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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