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2012年1月10日 星期二
编辑：刘海鹏 美编：刘冰霖 组版：刘燕

山东

青岛急救中心十年来话务量增十倍，调度员还是一班俩

四名120调度员
一天接打千余电话

在编制限制急救力量增加的
情况下，青岛市120急救中心也在想
办法缓解自身的急救压力，其中增
加区域急救中心建设的办法已开
始实行。

“我们呼吁了3年，今年城阳区
即将建立自己的急救调度中心，这

将为我们缓解一些压力。”宗瑞杰
表示，由于城阳区离青岛市市区较
远，调度员对城阳区的地形和建筑
标志物很难做到熟知，每次调度只
能大概定位。

现在中心已经难以承受6个区
的调度压力，城阳建立自己的调度

中心不仅可以“让当地人做自己的
事”，还能缓解目前中心的调度压
力。与城阳区类似的崂山区因为仍
然存在很多村子，缺少准确的建筑
标志物和路牌，急救中心也在和崂
山区协商建立他们自己的急救调
度中心。 本报记者 杨林

本报青岛1月9日讯(记者 杨
林) 话务量从2002年的不到100个
增加到目前的1000多个，而值班调度
人员十年来却没有增加，一班两个调
度员根本忙不过来。遇到突发事件，
调度员不得不公布自己的手机号来
缓解120热线的压力。这是目前青岛
急救中心面临的高度紧张状态。

“最怕有突发事件时市民都往
120打，两个人根本接不过来。”青
岛市120急救中心通讯调度科负责
人告诉记者，因为调度员不够，青
岛市120急救中心每个班只能安排
两名调度员。

去年青岛一船厂发生爆炸，大
家都拨打120，造成大量电话打不
进来。后来调度员只能把自己的手
机告诉应急办、卫生局，缓解120热
线的压力。现在青岛市120急救中
心调度室每天平均接听600多个电
话，拨出400多个。

青岛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宗
瑞杰介绍，调度员不仅需要具备专
业的医学背景，还要对城市交通、
建筑标志物烂熟于心。青岛市120
急救中心曾实行过夜班调度从下
午五点半到第二天早晨八点半的
工作制度，但因为调度员实在承受
不了，改为现在晚上八点半到第二
天早上八点半。目前调度中心只有
8名调度员，每天四个人值班，每班
两人值12个小时。也就是说四个人
24小时要接打至少1000个电话。

“调度区域过大本来对急救调
度就不利，调度人员短缺更加剧了
这种压力。”宗瑞杰介绍，2002年
青岛市120急救中心搬到现在的
位置，当时调度每个班也是两个
人，负责市南、市北、崂山、城阳、四
方、李沧6个区的调度。

“2002年时，人口不多，急救电
话每天不足100个，调度可以应对
所有的急救需求。”宗瑞杰介绍说，
现在10年已过，6个区在建筑、道
路、人口等社会发展方面不断扩
张，而中心调度人员的规模却没有
增长，而是原地踏步，已难以满足
市民的应急需要。

本报济南 1 月 9 日讯
(记者 乔显佳) 9日在济
南召开的全省文物工作座
谈会公布了2012年工作要
点。我省将按照此前省政
府与国家文物局签订的

《合作加强山东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框架协议》，建设
山东博物馆等 6处文物保
护修复中心。

我省将推动民办博物
馆的建设。为此将召开专
门的研讨会，制定出台促
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办
法，鼓励、引导、扶持社会
力量兴办行业博物馆和民
办博物馆。还要构建一批
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
构成“国有博物馆为主体、
行业博物馆为骨干、民办
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
体系。

2012年我省还将扎实
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
建设。按照“框架协议”，修
编、报审《曲阜片区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努
力办好将于 5月 12日至 23

日在孔子诞生地尼山举办
的第二届尼山论坛。

本报烟台 1 月 9 日讯
(通讯员 李栋 记者
苗华茂 ) 9 日上午，招远
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
国家级开发区运行。至此，
山东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增至9家，这也是山东
省内继邹平之后，又一家
设立在县级市的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

招远经济技术开发区
原为招远经济开发区，于
1993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
位于该市城区东部，规划
面积 3 . 6 3平方公里。2 0 1 0

年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山东
省省级开发区首位，目前
更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国
家发展战略主要承担区域
之一。2011年 9月 25日，被
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
开发区。

目前，招远经济技术
开发区 培 育 了 在 全 国 具
有较强竞争力的黄金、汽
车轮胎及汽车零部件、新
型电子材料三大支柱产
业。其中，黄金产量占全国
的1/7，轮胎制造业产量和
出口额位居全国前三，形
成了全国最大的黄金深加
工基地、轮胎制造业基地、
电子基础材料基地和中国
北方最大的黄金珠宝首饰
城、金都皮革城等专业市
场。

本报威海1月9日讯(记
者 冯琳 ) 8日上午，“中
国楹联第一村”授牌大会暨

“中国楹联第一村联墨展”
开幕仪式在威海荣成西霞
口村举行。仪式上，中国楹
联学会授予荣成市西霞口
村“中国楹联第一村”称号。
当日，100多位将军书法家
及中国楹联学会名家还亲
自撰写了特色春联，送给了
荣成市西霞口村5 3 9户村
民，每一副春联都包含该户
户主名字里的字。

本报青岛1月9日讯(通讯员
杨辉敏 记者 赵波) 8日，青岛
港“80后”农民工刘京俊因为刷新
了集装箱作业世界纪录，荣膺央视
年度“三农人物”奖。

“知识和勤勉，把你从最地道
的中国农民，变成了最优秀的中国
工人。尊重和信任，激发了你无尽
的潜能，赋予了你坚实的责任。当
亿万农民工与你并肩同行，我们从
这蓬勃的队列中，看到了这个群体
最生动的转型。”这是8日在北京举
行的CCTV2011年度三农人物颁奖
典礼上，评委给刘京俊的评语。

刘京俊1980年出生，2003年被
分配到金牌工人许振超的身边工

作。先后参加了多次刷新集装箱装
卸世界纪录的作业，是创造“振超
效率”的骨干力量。他在许振超“无
声响”操作法绝活的激励和带动下，
通过细心钻研，创造了轮胎吊操作的
第一个绝活———“京俊攀峰”，这项绝
活使得一个班下来就可以多吊50
多个箱子，每个班下来就能节省燃
油25升或节电160度，一年为青岛
港节约油电成本一千多万元。

2006年，刘京俊取得青岛市职
业技能大赛“状元”，是青岛港集团
第一个考取技师职称的农民工。
2008年率领团队第八次刷新集装
箱作业世界纪录，并将这一纪录保
持至今。

本报临沂1月9日讯 (记者 周
广聪 张帆) 一天只要一元钱，农
民工就能住进暖和的公寓。临沂市
政府投资建设的农民工“一元公
寓”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已累计接
待住宿人员14600余次，公寓每年

需150余万元维持正常运营，收入
不足部分全部由政府埋单。

6日，因天气变冷和春节来临
等原因，临沂零工市场入住的农民
工并不是太多。“由于冬天是农民工
打工的淡季，加上临近春节，现在公
寓入住的农民工每天在300人左右。
春节后，随着返城务工人员的增多，
现有房间将会住满甚至不足。”临沂
市兰山区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称。

6日，临沂市兰山区人社部门
对“一元公寓”的运营情况作了统

计。统计显示，公寓启用以来，已累
计接待住宿人员14600余次，入住
人员最多时达到每天600余人。

同时，临沂也根据“一元公寓”
的运营情况，对“一元公寓”运营成
本作了初步估算，市场运营成本主
要有服务人员工资、水电费及设备
维护费等，每年在150万元左右。除
去市场每年收取的住宿费用近40
万元刚刚够支付水电的费用，还剩
下100余万元的亏空。

对于这一部分资金如何解决，

临沂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
长丛军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元公
寓”正常运营的资金将有临沂市、
区两级财政来投入。此外政府还将
进一步完善提升零工市场的配套
设施。

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宿等
问题，去年11月24日，由临沂市、兰山
区两级政府投资2000余万元兴建的
进城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心暨临沂
零工市场正式开始运营，在市场
住宿一天只要一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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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120急救中心调度室空空荡荡，每班2个调度员（左一、左二）已难满足需要。 本报记者 杨林 摄

临沂农民工“一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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