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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楼楼挂挂电电梯梯，，须须过过多多道道““关关””
相关部门表示，理想变现实没那么简单

市政协委员解居麟：

夜间路灯能否

隔一亮一

每天晚上当大家都进入梦乡
时，很多城市道路上的路灯却还
在亮着，这让很多市民看着心疼。
市政协委员解居麟针对此问题提
出提案，建议夜间路灯实行定点
隔一亮一。

“晚上10点以后，很多道路上
基本无人、无车，而路灯却彻夜亮
着，这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和电
力。”解居麟介绍说，这样既不符
合节能减排要求，又使群众颇有
微词。

解居麟说，如何既让路灯亮
起来、让城市亮起来，又亮得更科
学、更省电省钱，这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他建议实行夜间路
灯隔一亮一的单灯控制节能模
式，根据有关资料报道，路灯单灯
控制节能可达40%以上。

“正常情况下夏季晚上到10

点、冬季晚上到9点以后，很多路上
的车已经不多了，这样可实行路
灯单灯控制节能模式，节约用电，
冬季6点恢复路灯全亮，以方便早
出行的市民。”解居麟介绍说。

另外，碰到异常天气、光照度
严重不足时，可进行人工应急开
关灯控制，并且根据节假日等特
殊重大时期照明要求，提前形成
预案，自动按照预案进行照明定
时开关。

9日，记者从市政养管处了解
到，市区港城东大街、港城西大
街、只楚路、机场路及其他道路的
小部分目前已经实现夜间隔一亮
一，晚上11点以后，路上车辆减少，
路灯隔一亮一，节省了能源。

本报记者 柳斌

本报记者 宋佳

在未来几年，老龄化进程加快，社会化养老服务不均衡，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烟台，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家养老成为主导，而老旧小区内老人上下楼不便，成为居家养老的
一大障碍。在今年市政协会上，一件关于老旧小区内多层住宅楼安装外挂电梯的提案由此
而生，本报近日对此进行了接连报道并对老旧小区探访。9日，本报记者又对烟台市住建局、
市民政局进行了采访，让我们来看一看部门的看法。

记者从烟台市民政局获
得的数据显示，2013年底，烟
台市老年人口达到138万，占
全市人口总数的21%，老龄化
程度居全省第二。到2020年，
这一比例将达25%。

“随着全市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快，养老问题愈加凸
显。”烟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就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大
约有95%的老人采取的是居家
养老的方式，如果抛开种种客
观困难来说，这种提法很好。国
家统一要求老旧小区进行无障
碍设施改造，比如坡度减缓、楼

梯安装扶手等措施，如果能实
施多层老式住宅加挂电梯，将
更方便居家养老。

“根据原国家卫生部的调
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人
均患有疾病2-3种，慢性病发
病率达5 3 . 9%。”该工作人员
称，在养老方面确实应加大细
节化服务力度，方便生病老人
居家养老。

该工作人员认为，要实现
“老楼挂电梯”，还有很多事情
要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将为
居家养老解决一个大障碍。

95%的老人是居家养老

挂电梯很有必要

“老楼挂电梯如果能实现，
确实是政府又一民生工程，但
要实现应该不会那么简单。”9

日，记者与市住建局相关工作
人员进行了探讨。该工作人员
表示，首先遇到的就是资金问
题。就目前来看，像是华茂小
区、民生小区、南操场等很多老
旧小区，多是老烟台的“坐地
户”，其中不少老人都是低保
户，没有条件投钱挂电梯。

“即便这部分钱政府全部
解决，还涉及到政府出台相关
规定，然后规划局、建设部门审
批，住户也需提交相关申请，争

取邻里意见。”该工作人员说，
即便申报审批程序不是问题，
电梯安装时还涉及到供水、供
电、供气等相关线路改造。

“拿小黄山和华茂小区来
说，老楼的供暖管道都在一二
楼的外侧，影响电梯机井建
设。”该工作人员分析，更重要
的是部分老楼楼体是否符合
房屋安全建设标准，还需住建
局房屋安全监理中心审批。

“大面上涉及到的部门至
少有 1 0个，再具体到方方面
面，就更不好说了。”该工作人
员说。

要实现老楼挂电梯

至少涉及十部门

市政协常委梁辉：

给鱼虾造“房子”，发展海洋牧场

本报记者 宋佳

烟台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据调研，近十年
来全市近海海水养殖面积不断减少，但由于发展海洋
牧业，渔业产值、产量均有增加。烟台市政协常委梁辉
提出，烟台应加大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力度。

市人大代表王中平：

加强海参产业监管

保护烟台刺参品牌

“烟台海参是闻名全国的
特色产品，是历史悠久的著名

‘海八珍’之一，营养价值世所
公认。”市人大代表王中平说，
作为刺参的发祥地和主要产
区，目前海参市场存在的许多
乱象亟需进行治理整顿。

据了解，有的养殖户罔顾
国家有关规定，滥用抗生素等
化学药物，有的加工户，尤其
是小的加工作坊，加糖、加胶，
生产劣质和有害海参；销售环
节，有的以次充好，用化工材
料泡发海参、南方参假冒烟台
刺参等等。

“这些已经不是个别乱
象，有关部门在监管方面虽
然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但与民众的期望
值和消费者的信任度还有不
小的差距。辽参被央视曝光
后，一蹶不振受到重创的教
训应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王
中平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有效
措施，严加监管，对不法生
产、加工和经营海参者加大
处罚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改
变海参市场乱象，切实保护
好烟台海参这一品牌产品的
声誉，使烟台海参产业保持
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调整粗放养殖，加大海洋牧场开发建设
“加快海洋牧场开发建

设，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引
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烟台
市政协常委、民盟烟台市委副
主委梁辉说，在2005年-2010

年，全市海水养殖面积曾陷入
长达6年之久的增长停滞期，
虽然2010年迎来一次小幅增
长，但之后又再次陷入停滞，
一直至今。同时，传统海水养
殖基本都采取大规模、高密度
的单品种养殖方式，养殖过程

中常用大量饵料和药物，严重
影响了海洋生态。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转
变海水养殖发展方式。”梁辉
提出，目前对海洋开发利用的
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烟台应
加大对海洋牧场的开发建设。

梁辉介绍，发展海洋牧
场，选址需要综合考虑渔业结
构、气候条件、生物资源、已有
基础、水质、水深、底质类型等
多种因素，在勘探适合的区域

投放礁石，这相当于给鱼虾们
造“房子”。

“为鼓励海洋牧场开发建
设，政府应细化海洋牧场建设
规划；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和
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在初步
开发建设顺利的基础上，可以
以点带面，逐步铺开。”梁辉
说，政府也需要出台鼓励政
策，引导产业发展，利用媒体
加大对建设人工鱼礁发展海
洋牧场的宣传力度。

提案追踪

发展海洋牧场，已有不少渔民尝到“甜头”
对于梁辉的提案，烟台市

渔业局渔业科科长王宏亮深
表认同。他说，“房子”造好了，
会吸引很多海洋生物“入住”，
现在不少渔民尝到“甜头”，

“就拿海参来说，人工养殖的
海参价格为50元每斤，而海洋
牧场培养出的海参120元一斤，

因为深海污染少。”
王宏亮介绍，之前国家出

台相关规定，调整海洋养殖方
式，调整传统粗放养殖方式，
近十年来，虽然海水养殖面积
减少，但烟台渔业产值、产量
不停增加。

“现在烟台发展渔业的重

点就是发展海洋牧业。”王宏
亮说，烟台海洋牧业发展约有
5年时间，拿起初的2008年来
说，渔业产值是98亿，产量是
103万吨；2013年产值达到了136

亿，产量是114万吨。
王宏亮表示，在未来，海

洋牧场养殖将逐渐成为主流。

市人大代表孙杰：

传统行业要勇于

试水新事物

来自牟平的市人大代表、吉斯
集团董事长孙杰说，“在新常态下，
很多传统行业的企业都面临很多
发展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发
现机会，我认为方法之一就是积极
学习，勇于试水新事物。”

“吉斯集团从创业到现在已经
27年了，是一个传统行业下的企
业，主要做家具和酒水。”孙杰说，

“目前，我们也和很多传统行业里
的企业一样，发展遇到新困难、新
考验，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尝试
电子商务，组建电商网络公司，尝
试线上线下协同发展，虽然刚刚起
步，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意识到要转型的公司还
有很多，大家都开始尝试电商服
务，难免一哄而上，参差不齐，造成
资源浪费。孙杰建议，政府在这方
面可以给予合理的疏导，选取几个
重点的项目打造共享平台，大家共
赢抱团发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在烟台，
有 很 多 这 样
的 老 旧 多 层
住宅楼，在里
面 居 住 的 老
人 由 于 腿 脚
不好，很少下
楼活动，所以
大 家 都 盼 着
老 楼 早 日 挂
电梯。 本报
记 者 李 泊
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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