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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马

云云) 30日，省会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主体结构封顶仪式在大
剧院施工现场举行，济南市委副
书记杨鲁豫宣布大剧院主体结
构封顶。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既是举
办“十艺节”的重要场馆，也是服

务济南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重
要场所，它的建设为济南市加快
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功能、提升
城市品位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它
的建成使用必将对提升西部新
城的文化品位，塑造良好的人文
环境，带动西部新城协调可持续
发展发挥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将

西部新城打造成文化新高地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东起腊
山河东路，西至腊山河西路，南
起站前路，北至济西东路，距京
沪高铁济南西站主站房约1 . 3公
里，总投资约56 . 5亿元。

省会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及配套高层项目，以“岱青海蓝”
为设计理念，选址于西客站片区
核心区内，总建筑面积约51 . 6万
平方米，其中大剧院约7 . 5万平方
米，包括音乐厅、歌剧厅、多功能
厅及排练厅和其他辅助设施。配
套高层、地上建筑面积约16万平
方米，主要用于商务办公、高级

酒店及公寓式酒店等。大剧院于
去年10月22日破土动工，按照计
划，将于2013年4月试运行。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13

年10月在山东举办，济南市作为
主会场，将承担着开幕式演出和

“文华奖”、全国新创作剧目评比
展演等一系列重要活动。

未来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医？

县以上医院要有老年门诊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戚淑军

目前，济南市

户籍人口60岁以上

老年人98 . 9万人，到
2015年，全市60岁(含)

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到120万人，约占全

市户籍总人口的
20%。如何让老年人

安度晚年？近日，济

南市政府印发了《济

南市老龄事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做

出详细部署。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
敏 实习生 袁连磊) 随着
新年临近，许多企业、学校、社
区等单位的元旦汇演扎堆。30
日，记者走访多家服装租赁店
发现，演出服装的租赁市场变
得异常火爆，各种演出服装和
晚礼服需求量最大，店主纷纷
表示，生意多出了平时的一
倍，价格也有所上涨。

“这几天人挺多，租赁量
肯定超过了平时的一倍。”在
文化东路的一家舞蹈用品
店，店主李女士刚送完一名
前来租赁演出服装的顾客。
她说元旦快到了，来自家店
租晚礼服和成人演出服的顾
客大大增加。

紧邻李女士租赁店的另
一家经营演出服租赁的老板
王先生也表示，“我们这几天
的租赁量也得翻倍了”，自己
的店主要经营舞蹈服装的定
做生意，只是兼营一些租赁
生意。

在文化路上，还有一家
服装租赁店紧挨着山东师范
大学，为了方便顾客选购服
装，它的实际经营店直接搬
到了路对面的仓库内。下午1

时许，记者在其仓库内看到，
100平方大小的仓库放满了
各式各样的演出服，仅留几
条可容一人行走的过道。有
20余位顾客正挑选着衣服，
还不时有新顾客走进来，使
仓库变得越发热闹。

“老板，还有中号吗？”拿
着几件绿色民族舞服装的刘
女士和她的两名同事着急地
向店主发问。刘女士说，她和
同事在公司的元旦晚会上要
表演舞蹈，总共需要6套，还
差一套中号的。由于着急赶
车，从章丘赶过来的小杨将
3000元订金交给一名工作人
员后，跟同伴抱着一些带有金
色亮片的舞蹈服装匆匆走了。

这时，几个人走进来，让
一名工作人员帮着找些服
装，其中一位赵先生表示，他
是附近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在
今年公司的欢庆元旦晚会上
要表演小品，就带着部门的几
个人过来找一些人物服装，

“我们要两个流浪汉、一个痞
子、一个绅士的服装，还要两
件主持人的礼服。”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节假日服装租赁供
不应求，价格上涨是肯定的。

最近晚会多 服装租赁火
订单翻一倍 租金噌噌涨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
敏 通讯员 孙伟) 30日，记
者从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了解
到，“接送流浪未成年人回家”
专项救助行动正在进行。临近
新年，又送了两名孩子回家。

30日一大早，工作人员
乘车护送一名孩子回家。29
日，也曾护送一名孩子回到
当地政府部门，由其父亲接
回家。

在实施“接送流浪未成
年人回家”行动中，济南市救

助管理站加大主动巡回救助
力度，分四条路线实施主动
巡回救助，沿途对站点、广
场、路口等场所发放宣传资
料，引导全民都关注对未成
年人的救助保护。

此外，配合公安部门开
展打击拐骗操纵流浪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行动，从源头上
杜绝未成年人的重复流浪。通
过此次行动，确保年底前实现
省政府确定的城市街面无流
浪乞讨未成年人。

济南救助管理站
“接送流浪未成年人回家”

12月30日，在泉城公园内，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在家长的陪
伴下拍摄写真照片。新的一年即将开始，记者在各影楼了解
到，不少市民近日纷纷拍摄各种写真，纪念过去的一年，以全
新的姿态迎接新年。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拍写真迎新年

省城某社区在
进行腰鼓比赛。未来，
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将
更加丰富多彩。
见习记者 穆静 摄

根据规划，济南市将健全家庭
养老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完善实施企业职工和城
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确保企业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建
立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养
老保障标准。健全完善失地农民

养老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老有
所养。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城
乡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建
立低保对象中80岁以上老年人、重
病患者等特困家庭的特殊生活补助
制度。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

策，确保供养水平不低于所在县
(市)区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

对低保边缘老人和因特殊原因
遇到困难的老年人给予生活和医疗
方面的救助，加大对残疾老年人的
帮扶力度。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优
先考虑住房困难的低收入纯老年人
家庭。

城乡贫困老年人将有最低生活保障

规划要求，济南市加大老年医
疗保障和救济力度，在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等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中，将老年人优先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并在个人缴纳费用、报销比例、
保险病种等方面给予照顾。优先对
特困老人、高龄老人、残疾老人进行

医疗救助。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面
向老年人开展医保业务。

提高老年医疗服务水平，县级
以上综合医院逐步设立老年人门诊
和老年病房，乡镇医院、农村和城市
社区卫生站(所、室)进一步健全为
老年人服务的设施和制度，建立老
年人健康档案，认真落实为65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查体制度。
此外要提高老年病的预防能

力，建立健全老年病研究、预防、咨
询、护理、康复等老年健康服务机
制，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探索建立
老年病防治中心。加强老年病预防
控制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老年健康教育。

落实为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查体制度

济南将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加大
政府扶持力度，鼓励、支持、引导
社会力量兴办老年公寓、老年护
理院等面向社会老年人的住养服
务机构。2 0 1 5年全市机构养老床
位数力争达到37500张，每百名老
年人拥有床位3张以上。大力推进

居家养老服务。依托和利用各类
养老服务机构以及相关服务行业
的服务资源，建立健全居家养老
服务网络，实现城乡居家养老服
务全覆盖。

推进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建
设。“十二五”末，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服务人员基本实现持证上岗。探索

建立养老服务职业培训学校，鼓励
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开设养老服务等
相关专业。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纳
入各级劳模评选范围，定期开展养
老服务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逐步建
立激励机制，增强养老服务从业人
员的光荣感、责任心和优质服务意
识。

每百名老年人将有机构养老床位3张以上

“十二五”期间，市、县(市)区和
乡镇(街道)3级建设示范性老年人
活动中心，社区、村(居)建立老年活
动场所。采取奖励、赠送、配发等方
式，为社区、村(居)老年活动场所配
置一定文体设施。全市体育场馆、图

书馆、文化馆(站)、美术馆、博物馆
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向老年人免费
或优惠开放。

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
系，进一步建立完善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村(居)4级老年教育网

络，形成以济南老年人大学为龙头，
县(市)区老年人大学为中心，乡镇
(街道)、村(居)老年人学校为网点
覆盖城乡的老年教育布局。到“十二
五”末，注册老年学员达到老年人口
总数的10%以上。

公共文化场所向老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

大力开发老年产品，支持各有
关行业、企业研究开发生产老年系
列产品，促进老年用品升级换代，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研制老年
护理用品、辅助用品、健身器材、理

疗和保健器材等老年人特殊用品。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规划建设一定
数量适合老年人居住的住宅。

此外将加强银色经济运行管
理，加大对银色经济的宣传力度和

政策扶持力度，促使各有关行业、企
业积极参与银色经济发展。逐步制
定各类老年产品标准，加强生产、营
销、宣传、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监管，
确保产品质量和使用安全。

部分保障性住房将专门为老年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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