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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民的公租房才不会遇冷

11月22日，济南市公租房将首
次摇号。参与此次摇号分配的公租
房共8929套，符合摇号条件的有
8771户家庭和877个单身职工，避
免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值得注
意的是，取得摇号资格的家庭（含
单身职工）中有36%是外来人口，
这是我省公租房申请首次实现“同
城待遇”。(本报今日A05版)

公租房是保障房的一种，旨
在解决城市中等偏低收入家庭
的住房困难问题。如何最大限度

地提高保障性住房的入住率，实
现保障房供应和群众需求的有
效对接，是建设者面临的重要考
验。空置率高或是“叫好不叫座”
的情况，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有
损群众的切身利益。

相比单看保障房的数量，要
想衡量一座城市保障房的建设
水平，入住率是更重要的指标。
今年 8月份，国家审计署公布了
2 0 1 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
踪审计结果，多个省份暴露出保
障房空置的情况，有些是因为建
在地价较低的城市边缘，有些则
是配套措施不完善。一边是中低
收入群体期盼早日实现“安居
梦”，一边是大量保障房“遇冷”，

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伤了群
众的心。从这次济南公布的信息
来看，公租房的需求和供给的比
例是较为合理的，符合了普通老
百姓的现实需求。

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在于
如何设置申请保障房的“门槛”，
要想提高保障房的使用率，先得
弄清楚不同类型的保障房都适
用哪些群体。相对于廉租房来
说，公租房对居民收入水平限制
较少，适合中等偏低收入的家庭，
城市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处于
这个范畴之内。他们通常收入水平
不高，又身处异乡，找到安身之所
的愿望更加迫切。济南此前出台规
定，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市户籍人

员申请公租房实现“同城待遇”，
而外来人口占取得摇号资格家
庭（含单身职工）3 6 %的高比例，
也印证了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

当然，要想建好保障房，需
要的是一整套系统化的举措，每
一个环节都要从群众的切身需
求出发。济南在建设公租房之
前，就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个
多月的预登记，摸清了实际需
求，拟定了保障标准，也为建设
规模和房屋选址提供了参考依
据。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济
南公租房的高利用率提供了保
障，这种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思维
方式，也为其他城市的保障房建
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治理“地沟油”，别忽视市场的作用
张榕博

18日，我省首部治理餐厨垃圾
的地方法规《山东省餐厨废弃物管
理办法(草案)》，正式面向社会征
求意见，这不仅意味着餐厨垃圾治
理的立法程序进入实质阶段，也意
味着解决困扰百姓健康多年的“地
沟油”、“泔水猪”等问题，未来将有
具体的法律依据。(本报今日A10

版)

实际上，出台类似法规的省份
不止山东一个。旁观别的省份的做
法，不少地方在治理餐厨垃圾时，
规定了统一的餐厨垃圾回收企业，

设定了统一的回收价格、统一的回
收处理标准体系，以及统一的运输
图标、处理技术，甚至财政拨款、土
地规划等，也都由地方行政首长统
一安排。一句话，依靠行政力量和
地方法规，“垄断”了合法的餐厨垃
圾流通渠道。

令人担心的是，单靠制定几
项规定和设立几家回收企业，散
落于民间的“油”击队、“拉”圾场
恐怕很难根除。按照市场的逻
辑，如果餐馆的用油成本始终居
高不下，养殖业依旧赚少赔多，
餐饮企业、养殖企业仍有铤而走
险使用“地沟油”、“泔水”的冲

动。这种担心也并非耸人听闻。
据报道，武汉市每天产生的餐厨
垃圾达1400吨左右，但环保回收
企 业 每 天 回 收 的 垃 圾 不足 1 0 0

吨，大量餐厨垃圾仍流入黑市，
而合法的回收企业却“吃不饱”，
还是要靠财政“补贴”生活。虽然
山东尚未实施新的餐厨垃圾回
收处理办法，但其他省份出现的
问题同样值得警醒。

实际上，要想建立有效的餐
厨垃圾处理市场，运用法律法规
对其进行规范、健全和标准化很
有必要，但已有的流通链条同样
是不容忽视的。从记者采访调查

的情况来看，要让所有的餐饮企
业都心甘情愿“上缴”手中的“泔
水”，还是得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
用。在严厉打击非法餐厨垃圾利
益链的同时，还要鼓励正规回收
企业增强自身的吸引力，通过技
术革新增加处理餐厨垃圾所产生
的附加值，进而提高回收价格，改
善服务水平，用市场的逻辑切断
餐厨垃圾回收的非法途径。(作者
为本报时政中心记者)

医院放下“架子”

也是生存之道

杨林

19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四
辆免费看病班车投入使用，两条线
路深入交通不便、人口密集的区域
接患者上门看病，车上还可以提供
挂号服务，总投入近700万元。(本报
今日A13版)

在人们的印象里，坐拥大量专
家资源的“大医院”，总是有些“架
子”的，更谈不上主动“花钱”接病号
了。青大附院开通免费班车的“俯身
之举”让众多患者大呼意外，同时也
赢得了不少好评。

仔细一分析，青大附院的这
一举动也有“被迫”的成分。就在
今年，坐落于省城的齐鲁医院开
设了青岛院区，提出济南、青岛院
区要一体发展，而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协和医院等著名医院，也传
出要在青岛开设医院的消息。面
对“外敌”对当地医疗格局的冲
击，以及可以预见的激烈竞争，青
大附院率先出招讨好患者，也在
情理之中了。

看来，对于一些在地方上长
期处在“老大”地位的“大医院”来
说，要想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适度的压力很重要。当然，不
仅仅是外部竞争的压力，考虑到
社会上存在的医患矛盾，作为具
有公益性质、提供公共医疗服务
的机构，医院也应当从内部自我
加压，寻求主动的改变。

现如今，按照中央最新的决
定，医药卫生体制要进行深入改
革，“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
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意味着
医疗体系将迎来更高程度的开
放，潜在的竞争压力不容忽视。对
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大医院”来
说，这些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着
的改变，已经敲响了警钟。

(作者为本报青岛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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