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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晚10点，在市体育公园，武
警烟台支队严密组织了以“烟台市
体育公园发生暴恐袭击事件”为背
景的实战紧急演练。活动中，武警
烟台支队各战斗小组对三名持棍
棒、菜刀、匕首的“暴力分子”进行
了武力制止。

此次演练本着从难、从严、从
实战需要出发的原则，采取不打招
呼、不设预案的形式进行。图为演
练中一名“暴徒”非常投入，嘴皮都
擦伤出血了。

通讯员 孙晓峰 刘义 摄
影报道

演练太投入

“暴徒”挂了彩

本报3月4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 日前，烟台市府办下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规定今年起
将不再新、改、扩建除热电联
产以外的燃煤电厂项目，不再
审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项
目。另外，还将逐渐消除市县
两级城区污水直排现象，市区
建成区将禁止黄标车通行。

为了保持烟台的“蓝天白
云”，此前烟台市环保局表示，
2014年将实行更为严格的空气
质量新标准，且制定了市区空

气质量优良率80%的目标。本
次《意见》的发布实施，也将有
助这一目标的实现。

今后，烟台市将加快城市
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禁燃
区面积要达到城市建成区面
积的80%以上，目标是在2015

年底前拆除、改造禁燃区内10

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和城
区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分散燃
煤供热锅炉。

为了控制污染物新增量，
烟台市范围内将不再新、改、
扩建除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
电厂项目，不再审批钢铁、水

泥、电解铝等项目。城市建成
区及工业园区具备集中供热、
供气条件的禁止新建20吨/小
时以下、其他地区禁止新建10

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重油及
直接燃用生物质锅炉，符合政
策新建的锅炉必须配套建设
高效治污设施。

此外，还要严控水污染，保
障人们的饮水用水安全。在重
点领域减排工程方面，烟台市
提出加快解决芝罘区衡河、牟
平区三八河、莱山区逛荡河、银
海路和渔人码头排污口等污水
直排问题，2015年消除市县两

级城区污水直排现象。
下一步，烟台市还将严

格 执 行 机 动 车 环 保 准 入 条
件，控制重型载货车辆增长。
今后，烟台市区建成区将禁
止黄标车通行，并会适时出
台县(市)黄标车禁行方案。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未取
得环保检验标志和违规进入
禁行区域的黄标车，依法予
以查处。

据烟台市府办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涉及《意见》的各
项工作已按计划实施，部分工
作将在年中见到成效。

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意见》

市市区区建建成成区区将将禁禁行行黄黄标标车车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李大鹏)

坐公交车时突然发生火灾，该
如何逃生？3月9日(本周日)，本报
将联合烟台港公安局消防支队举
行“逃生大体验·逃离火场”第三
场，邀请市民走上公交车，学习如
何在公交车发生火灾时快速逃
生。

2月16日，本报联合烟台市公
安消防支队举行了“逃生大体验·
逃离火场”第一场，20多位市民走
进毓西社区，参与了疏散演练、跳
救生气垫、比赛穿战斗服等活动。3

月2日，“逃生大体验·逃离火场”第
二场如期举行，20组家庭走进世茂
广场，穿上消防服体验了一把真
实的消防员。

近日，贵阳发生了公交车爆
炸引起火灾的事故。为了提高市
民的逃生能力，3月9日，本报将联
合烟台港公安局消防支队举行

“逃生大体验·逃离火场”第三场，
专业的消防队员将教大家逃生技
巧、车载灭火器材和逃生锤的使
用方法。

第三场活动不限制报名人
数，想要报名的市民可要抓紧了！
消防演练的报名时间为3月5日-3

月7日，报名热线：6610123。

周末一起体验

公交火灾逃生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林宏岩)
3月4日，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

联合市妇联举办的女性专场招聘
会正式亮相，现场不仅给女性提供
了1700多个就业岗位，还有人力资
源管理咨询公司的女老总现身说
法，给女性创业者提供经验。

“我们三个都是2013年毕业
的，想组团创业。”3月4日上午，烟
台市女大学生创业就业关爱行动
暨女性专场招聘会在人力资源市
场举办，招聘会专门设立了女大学
生创业就业咨询服务专区。来自烟
台德恒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的
女老总乔巧，现场为想要创业的女
大学生进行指导。

前来咨询的小张是2013届毕
业生，和自己的两个同学打算创
业，但一直苦于没有资金，乔巧觉
得她们的创业步骤有点问题。“选
择好创业项目后，首先要进行市场
调查。”乔巧介绍，如果一直想着没
钱，创业梦很可能就夭折了。

虽然是女性专场招聘会，但是
记者看到，不少男生也忍不住来参
加。“马上要毕业了，忽然觉得很迷
茫。”虽然知道是女性专场招聘会，
但是听说有创业指导，烟台职业学
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小孙还是
赶到现场咨询。

据悉，当天参加现场和委托招
聘的用人单位150多家，提供就业
岗位1700多个，提供适合女性从事
的创业项目120多个。

姐妹组团要创业

女老总现场支招

本报3月4日讯(记者 张倩倩)
3日，栖霞桃村镇一苹果托盘厂

的仓库起火，仓库和里面60吨苹果
托盘烧光，损失达上百万（本报3月
4日C08版报道）。其实，该托盘厂老
板称曾想过投保险，可一打听比较
难就放弃了。记者回顾了几个月以
来发生在小企业、小作坊的多起火
灾发现，这些小企业老板大多没为
自己的企业投保险。有的是尝试过
却没投上，也有的嫌保费贵，还有
的压根没想过买保险。

去年12月，牟平武宁镇路西村
两个鸡棚被烧光。鸡棚主人孙女
士说，她压根没想过要给鸡棚买
保险。“我们自己都没保险，还给
鸡买保险？”孙女士介绍，是收鸡
的公司给他们买了保险，那次鸡
棚着火，孙女士损失了几十万，虽
然从保险公司那得到几万元赔
偿，但远远不够重建鸡棚。

环山路上一家小型印刷厂老
板宋老板也告诉记者，他曾想过给
厂房买保险，但由于房子是租的，
只保货物、机器的话保险公司不想
接，“投保门槛挺高，我想投保50万
元的金额，最后也没给办理。”

记者了解到，像塑料、服装、毛
绒、布艺、家具这一类的小微企业
很少有投保的，保险公司也不大愿
意为小企业的风险买单。新华保险
一位业务员介绍，像这一类的企业
属于高风险行业，一般保险公司对
他们的要求比较高，甚至直接不
保。“我们也是为了规避风险，这种
情况最少也得300万元的保额金，费
率也得在4‰以上，并且保险公司
还得去该企业查勘、验标。”

烟台市保险行业协会的工作
人员介绍，商业保险遵循自愿投保
原则，保险的具体条件由投保人和
承保单位之间进行协商确定，且保
险公司拥有自主设立设置投保的
条件，因此拒保行为并不违法。

小微企业很少投保，保险公司也不愿接单

记者走访了多家保险
公司，咨询关于小企业财产
险投保的问题。工作人员一
听说是小企业财产保险，均
较为犹豫和谨慎，有的明确
表示不能保，有的说可以具
体而论。

4日上午，记者来到南
大街金都大厦一家保险公
司，当记者提出塑料地膜加
工厂是否可以投财产险时，
一位业务员直接拒保，并称
她所在的保险公司要求最
低保额金是500万元。

“这种小企业，即使

可以承保，我们也都要去
实体考查、验标，看他们
厂房情况再谈费率和保
费。”该女士之后又给记
者解释。

太平洋保险烟台分公
司一位业务员说，“有的小
作坊，投钱少保费低，还不
够我们跑腿的，而且他们管
理比较混乱，风险可控性太
差。”

民安财产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介绍，保险公司拒
保也有苦衷。“有些小企业、
小厂房风险太大，除了保额

金、费率之外，厂房布局、线
路安装、地势地形，这些都
是我们考虑的因素。”

不过，财产险的业务
员宿先生介绍，如果企业
主给出的保额足够多，保
险公司也会考虑承保。“多
个类似的小厂房、小企业
可以一起参保，这样保险
公司拿到的保费会多一
些，兴许能投上保险。”宿
先生说，还有一个办法，就
是把厂房、房屋等连同产
品、材料一起投保，这样保
险公司也会考虑。

据了解，根据行业不
同，保险公司承保的费率不
同，级别越低，费率越低。像
皮革厂、服装厂、造纸厂、纺
织厂这一类高风险的行业，
都属于第三级工业，费率都
在5‰以上，化学类的企业，
有的保险公司会直接拒保。
保费低、风险大，保险公司
都不愿为这种小企业风险
买单。

“由于这些小微企业
投保额度较低，保费低，
而且我们承担的风险大，
所 以 都 不 愿 接 这 样 的

单。”太平洋保险的业务
员介绍，这种风险大的小
企业最低保额金也得两
三百万元才起保，一年的
保费大概六七千元，但发
生事故，保险公司就得承
担85%的赔偿。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的
李女士介绍，中德安联还没
开展企业财产险业务。企业
规模小、没有独立的财务账
目明细，财产损失难以评
估，一旦出现事故，在赔偿
方面容易产生纠纷。

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

业务员周先生介绍，有的
大公司投保不需要现场验
标，有的必须得去看看。他
曾经去一个纺织厂仓库里
看过，发现到处都是电线
接头，物品随便放，消防设
备也没有。

“这种仓库安全性差，
风险太大，一不小心电线短
路就烧了，保险公司都想规
避这种风险。还有，一些小
作坊是租的房子，启动资金
都是从银行贷款的，流动资
金太大，这也是风险。”

本报记者 张倩倩

记者调查>> 门槛高，小企业想投保挺难

保险公司说法>> 保费低、风险大是拒保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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