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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国棉四厂将变身城市综合体
将来新东家如何利用老厂区引社会关注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孟敏) 省城老年人又多

了一个学习、健身、康复理
疗及托管休养的地方。1 5

日，记者从济南市民政局获
悉，济南老年大学军休干部
分校成立，拟增加100张养
老床位。

15日上午，在建设路99

号附近的济南老年大学军
休干部分校成立。“从今天
起，我们老年人又多了一个
活动、学习的场所。”省城老
人黄德平感到很高兴，他一
直盼着上老年大学，这样他
就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梦
想更进一步了。

与黄德平一起来上书
画课的杨文德也说，集中养
老比分散养老效果好，好多
老伴儿离开、孩子不在身边
的“空巢老人”希望以后能
在这里住，每天能吃上热乎
乎的早饭，中午饭、晚饭也
能有人一起聊聊天。

在4楼的保龄球室，一
位老人忍不住拿起了一个
保龄球，跟着工作人员学习
起来。“我们今后将开展艺
术学习活动，建立网站、编
发期刊，定期开展各种文体

比赛和主题作品展览等活
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分校的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说。

“我们4楼到7楼是健身
学习区，8楼到12楼是康复理
疗及托管养老区。”该工作
人员说，康复理疗及托管养
老区还在进一步筹建过程
中。为满足老人的养老需
求，根据现在的规划，将设
置100张养老床位，届时可以
形成一个小型的养老公寓。

据了解，目前，济南老
年大学军休干部分校设置
了国画、舞蹈、声乐、器乐、
武术等教室，配置了适于老
年人学习的技术先进的多媒
体教学系统，钢琴、音响等教
学设施配套齐全，并配置书
画苑供各位老人展示所学；
设置更衣室和卫生室等设
施为老人提供服务保障。

“同时，我们借鉴济南
老年大学办学经验，引进老
年大学资深老师授课。”该
工作人员表示，将根据老人
的需求和爱好特点，首期班
开设了国画、书法、舞蹈、声
乐、保健五个专业九个班
次，力争将大学办成老人的
求知乐园、精神家园。

济南老年大学：

军休分校成立
新增100张床位，能学习、能健身、能理疗

本报10月15日讯(见习
记者 蒋龙龙) 干了22年
社区工作，仍要重新培训，
这是天桥区北村街道办事处
的毕家洼居委会主任王芬苹
最近遇到的经历，“按规定越
老的主任，越要培训”。

10月12日，天桥区北村
街道办事处举办了“社区大
讲堂”的活动，第一课就是
培训从事社区多年的居委
会主任。据了解，北村街道
的居委会主任大都工作10

年以上，有的甚至已工作了
20多年。王芬苹今年48岁，
1990年从事社区工作，干了
22年。标山居委会的张健主
任今年49岁，从事社区工作
也有十多年了。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居委会的工作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很多老主任感叹
现在的社区工作真不好干。

王芬苹告诉记者，“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区里面
居住的是国有工厂职工，很
多事都是工作单位来管。居
委会的工作很简单，主要是
发粮票、收户口本等工作。”
随着城区发展，居民开始由

“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
王芬苹说，“现在居委会的
工作很多，就业、社保、计划
生育、组织关系管理等事
务，原先由单位负责，现在

都转移到居委会来了。”记
者还了解到毕家洼靠近山东
通讯城、齐鲁鞋城，社区内流
动人口很多，在一定程度上
也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

居委会行政性事务逐
渐增多，对专业知识要求越
来越高，这也正是老主任与
年轻人的差距所在。张健
说，“与年轻人相比，老同志
虽然富有经验，但缺乏处理
专业性行政事务的能力，也
缺乏对新观念的接受和理
解能力。”

这次培训邀请了山东
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王
冠老师授课。此次授课主要
介绍国外社区的情况和一
些先进的工作理念。下次培
训会将于11月5日开讲，主
要内容为社区工作技能。

负责此次培训的北村
社会事务科科长邹娜说，

“居委会的工作与原先相
比，越来越庞杂。很多老同
志跟不上时代的潮流，知识
储备不够丰富，眼界也不够
宽。第一课首先就要培训工
作多年的老居委会主任。”
并表示这次培训效果很好，
准备把这个活动坚持下去，
不仅要培训老同志，也会根
据年轻同志经验不足的缺
点，设计一些课程，培训年
轻工作人员。

天桥区北村街道办事处：

给居委会老主任“补课”

本报10月15日讯 15

日上午，天桥区老年公寓活
动室内载歌载舞，欢声笑
语，乐声、掌声此起彼伏，三
十余名老人正在观看精彩
的文艺节目。

在九九重阳节即将到

来之际，为进一步营造尊
老、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
尚，堤口路街道黄岗东路社
区夕阳红舞蹈队在社区党总
支带领下，来到天桥区老年
公寓开展慰问演出活动，为
老人送去节日祝福。(滕越)

黄岗东路社区：

重阳节慰问老人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宋立
山) “虽称不上大隐患，但说不定
啥时候就会坑人。”14日，市中区市
民邱女士向本报反映，在历阳大街
两侧的人行道上存在两个安全隐
患：北侧有一排路灯，灯壳破碎，线
头裸露；南侧有一圈高约5厘米的钢
筋橛子，夜间绊倒过不少人。邱女士
希望有关部门该修则修，该清理则
清理，尽快消除这两个安全隐患。

14日上午，记者来到历阳大街。
在历阳大街7号舜玉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附近的人行道与绿化带之间有
一排石柱，每个石柱上放着一盏球
形灯，球径约20厘米，一共有七盏

灯。“七盏灯坏掉一半了。”邱女士
说，最近发现路灯损坏严重，灯壳被
砸烂，线头裸露在外面。记者看到，
七盏灯中有三个灯壳存在不同程度
的破损，最严重的一个灯壳只剩一
半，装灯管的灯座处裸露在外面。另
外还有一盏灯耷拉着脑袋，几乎要从
石柱上掉下来了。连接各个球形灯的
电线也损坏严重，电线外面本来包
着一层绝缘塑料，但被剥掉不少。

“晚上不能照明倒是小事，主要
还是担心安全问题。”邱女士说，尤
其这些球形灯，万一有小孩出于好
奇，把手伸进去摸灯座，触电十分危
险。“石柱子只有一米半高，小孩子

伸伸手就能摸到，希望能把这些路
灯清理一下，最好是架上电线杆，放
在这么低的位置太危险了。”

“马路左边的钢筋橛子也挺危
险，容易绊倒人。”根据邱女士的指
引，记者看到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
上，有一圈竖立的钢筋橛子，一共有
8个，每个高约5厘米。“钢筋橛子上
都有螺纹，应该是以前固定线杆用
的，线杆撤掉之后，这些钢筋橛子没
及时清理掉。”邱女士说，钢筋橛子
已经生锈了，如果不多加小心，晚上
根本看不清，很容易伤人。前天她路
过这里时，看到一个遛狗的小男孩
被绊倒了，膝盖都磕破了。

路灯电线裸露 钢筋橛子竖立
历阳大街两处安全隐患让过往路人捏把汗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董从
哲) 占地二百余亩的老国棉四厂
厂区将变身具备多种功能的现代化
城市综合体。记者从天桥区政府获
悉，这一消息向社会透露后，已经有
单位和团体表示出了兴趣。作为见
证了济南市民族工业尤其是纺织业
发展历程的老国棉四厂，其老厂区
何去何从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平静中悄悄酝酿变脸

12日上午，老国棉四厂内一如
平常，保安告诉记者，这座厂区从
2008年停产后，就一直保持着原先
平静的样子，目前厂区由元首集团
接手管理。记者看到，厂区内已经有
一些单位租赁用做办公、物流、汽修
等。

挂着“租赁办公室”牌子的一间
房内，工作人员张先生说，老国棉四
厂鼎盛时期有六七千名工人，厂子里
给人感觉很像样。解放前这个厂子的
前身成通纱厂是苗海南在上世纪三十
年代初创办的私人产业，至今厂子还
遗留有那个年代的一些痕迹。

院内西侧旧厂房跟前，元首集
团相关负责人庞先生也在查看房
舍。他告诉记者，这些旧楼房是当
年的机修车间，现在遗存的很多厂
房高低错落，还很结实，将来要是
有人借此改造开发成会所、文化产
业，应该有很好的外观效果。被问
及厂区将来作何使用时，庞先生表
示，目前只是在招商洽谈阶段，要
看将来的买家如何开发利用这二
百多亩的厂区了。

政府的“城市综合体”计划

如何开发利用好这个老厂区，
近年来一直是天桥区的一项重要工
作。

据悉，10月9日上午，天桥区区
委书记毕筱奇到济南老国棉四厂
调研。他对老国棉四厂开发工作提
出要求：要搞好规划，充分发挥老
国棉四厂片区区位优势，实施综合
开发，建设城市综合体，打造亮点。

“我们天东是个小街道办，约占
地900亩。仅仅这个老国棉四厂厂区
和附属厂用地，就占了三分之一的
面积。”天东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
主任王度量认为，一旦开发用好这
块厂区，对天东街道办是个很好的
整体提升契机。

老厂区吸引不少开发者

12日上午，重汽置业的负责人
带人专门查看了厂区。他们也是最
近看到老厂区要对外招揽开发的消
息过来商谈的。

该公司负责人在老厂区内告诉记
者，他们此前就有在这里开发商住楼
盘的设想。但受限于近年房地产市场
的不景气，他们将计划搁置了很久。

除了重汽，这里也吸引了不少
有意向的单位。庞先生告诉记者，这
里向北靠近高架桥，西边与中恒仅
仅一河之隔，东西交通也很方便，一
旦开发有不错的商业前景。尤其是中
恒市场受限于地域狭小，将来扩大规
模和功能，这里都是极佳的场地选择。
因此，这个地块开发市场前景很好。

家门口的
“车管所”

为最大限度地服务社区居民，近日，历下交警大队精心筹划、挑选民警成立
了“历下交警大队女子社区服务队”。15日下午，新成立的女子服务队来到佛山苑
社区，开展车辆检验、驾驶证年审、违法查询处理、交通安全咨询等服务，最大限
度地解决广大社区群众的需求和难题，真正实现“社区里的交警队，家门口的车
管所”，习惯了男交警威严样子的社区群众不禁感慨：“女交警进社区可真亲切
呀！” 本报记者 王若松 实习生 展慈媛 摄影报道

老国棉四厂的老厂房仍然结实耐用。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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