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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烟台两会特别报道

发发展展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
还还差差一一点点““东东风风””
代表们提出，烟台有技术和电力基础，目前就差政策支持

市人大代表隋丰俊：

是医生还是老师

校医地位挺尴尬

“我们学校的校医小王毕业于青
岛医学院，说是医生吧，平常也要参
与学生管理，说是老师吧，但不能参
与评职称。”市人大代表、烟台一中校
长隋丰俊说，以前校医都是按教师评
职称，现在改革了，不知按照哪个走。

“学校确实需要专业的校医，但
地位不确定，待遇上不去，年轻人很
难安心在这里工作。”隋丰俊说，希望
有关部门尽快理顺校医的管理制度。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市人大代表井明霞：

学校门前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烟台七中位于老城区，学校门前
是一条狭长的陡坡，两侧停满了私家
车辆，学校门外七八十米处，摆满了各
色摊点，给上下学的师生带来了诸多
不安全因素。”市人大代表井明霞说，
这里面的主要原因是2012年文化路市
场改造，部分摊点搬迁到文化八巷，导
致其他一些商贩占据文化五巷、六巷。
这方面城管以及街道办也都处理过，
但过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如初。

“我建议能有一个长效机制，解决
有关问题。”井明霞说，要坚决杜绝任
何占道行为，消除文化五巷、六巷的马
路市场，还师生、居民道路畅通，相关
部门要认真执行学校门口“禁止摆摊
设点”的要求。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市人大代表于永军：

扶持养老机构

增设医疗服务

市人大代表于永军说，目前养老
机构设置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的还比较
少，主要是现行的标准对于不少中小
养老机构而言比较高，“我建议，应根
据不同规模的养老机构设置不同的标
准，如果能给开展医疗服务的养老机
构一定财政补贴，会大大提高养老机
构增设医疗服务设施的积极性。”

目前，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并不
是每张床位都是病床，而是一部分病
床，一部分养老床位，老人如需治疗，
得从养老床位转到病床后才能进医保
报销。“老人不满意，家属有意见，养老
机构很为难。”于永军说，解决的办法
就是确定一家或几家机构作为第三
方，养老机构的老人如需治疗，由老人
提出申请，第三方进行鉴定，确需入院
治疗的，不用移动，可就地将养老床位
转为病床进行治疗，这样既避免了骗
保的发生，也方便了老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研发新能源汽车，烟台有优势

今年两会，市人大代表、烟
台供电公司总经理兼党委副书
记卢刚和市人大代表、烟台舒
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于
忠国都共同关注了烟台新能源
电动汽车发展的问题。

“当前，我国电动汽车产业
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全国共有
40个城市开展了‘十城千辆’试
点，我省济南市列入了全国首
批试点城市，2014年青岛、淄
博、临沂、潍坊、聊城等5个城市
新增为试点城市。”卢刚说，截
至2014年6月，我省公交电动汽
车已达734辆，其中青岛、临沂
电动公交车均超过了公交车总
量的10%；淄博、日照年内电动
公交车将达100辆以上。

另外，烟台是汽车行业的
传统强市，在汽车和汽配相关
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研发制
造能力，特别是以电动汽车研
发为核心的现代汽车研发中
心正在加快建设，为烟台市电
动汽车产业赶超发展提供了
很大的优势条件。“但烟台目
前没有进入全省电动汽车试
点城市，与烟台市在全省的政
治 和 经 济 点 位 排 名 严 重 不
符。”卢刚说。

于忠国表示，舒驰集团正
在建设一条节能环保及新能源
客车专用生产线，计划新增建
设用地200余亩，总建筑面积8

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年可生
产新能源客车5000辆。

部分充电站已建成，无奈“有站无车”

卢刚介绍，近年来，供电
公司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推进
全市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
设，2010年-2012年，争取国家
电网投资6700万元，投资建设
高新区马山充换电站一、二期
工程，建设8个直流充电桩、15

个交流充电桩以及2个电动公
交车换电工位，可以满足每日
60辆电动公交车和100辆电动
乘用车的充换电需求。

“2015年，取得山东电力
公司沈海高速福山、栖霞服
务区4个快速充电站的立项
批复，积极协调属地相关部
门，推进充电站的项目建
设。”卢刚说，还要做好烟台
境内其他城际高速快充站的

可行性调研工作，向省电力
公司申请足额电动汽车快充
站建设资金，加速烟台市电
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网的建设
步伐。

“现在的情况是，电力基
础有，部分充电站也已建成，
但现在处于一种‘有站无车’
的被动局面。”卢刚建议，市政
府开展电动汽车试点示范推
广，以马山充换电站为公交枢
纽，在高新区开通2-3条纯电
动公交运营线路，并逐渐在高
新区和东部新区范围内推广，
示范带动政府公用车、私家车
主购买和使用电动汽车，适当
减免电动汽车的线路有偿使
用费和运输管理费等。

城城市市缺缺水水为为啥啥不不用用好好““第第二二水水源源””
市人大代表于德利建议，利用好“中水”资源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属于资源性缺水城
市，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
491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的
1/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
的缺水下线。“这种情况，我
们为啥不好好利用中水资
源？”市人大代表于德利说。

据介绍，中水即各种排
水经处理后达到规定的水
质标准，可在生活、市政、环
境等范围内杂用的非饮用
水，又被称为城市第二水
源。中水可用于厕所冲洗、
绿地浇灌、景观河湖、环境、
农业、工厂冷却、洗车用水
等。北京、天津等城市，近几
年中水回用工程也已相当
普遍。

“烟台市最主要的中水
来源是烟台市套子湾污水
处理厂，还有开发区的古现

污水处理厂。”于德利说，虽
然烟台有中水处理的能力，
但目前烟台市绿化、景观、
洗车、小区冲厕等均未使用
中水。

于德利建议，建筑面积
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
饭店、商场、综合性服务楼，
规划居住人口4000人以上的
新建住宅小区、公寓、高层
住宅，日取水量超过250立方
的企业、大专院校和工业小
区必须自建中水利用设施
和使用中水。建议由政府主
导，在部分小区、机关、学
校，建设一批示范工程，这
批中水工程可实行市场化
运作；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从设计之初就必须将中水
设施列入设计，预留出中水
管道接口，规划、建设等部
门严格把关；由管理运营部
门对用水单位论证，能使用
中水的，要强制使用，否则

不接通自来水；严把监测
关，保障回用水水质，启用
社会第三方监测机构共同
参与对中水质量的监测，确
保达到工业产品生产所需
用水质量要求。

另外，于德利还建议，实
施必要的鼓励中水回用政
策。政府通过价格杠杆制定
奖励政策、减免税金、提供融
资和补助金等手段大力推广
使用中水。对于自建中水处
理设施的单位，考虑减免其
水费中污水处理费的收缴；
政府应制定中水管理规划，
把中水利用纳入法制化轨
道，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促
进中水利用，明确中水的强
制使用范围、不按要求使用
的惩罚办法等内容，规范中
水利用工作；提高水资源管
理费的征收标准，并要求做
到应收尽收，用经济杠杆调
节促使企业使用中水。

市政协常委于党辰：

地下管网

井盖可用新材料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雾霾多发、能源紧张等形势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以
绿色、节能、环保等特点日益成为社会关注和期待的焦点。今年两会，汽车行业和
电力行业的两位人大代表共同关注了烟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他们认为，烟
台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优势，现在就差一点政策的扶持。

技术优电力足，只差政策支持

烟台既有汽车研发的技术优
势，又有健全的电力基础，那么发
展新能源电动汽车应该事半功
倍，现在还差一点“东风”。代表们
认为，政府的政策推动很有必要。

卢刚建议，加快烟台市电动
汽车充换电网络的统一规划和建
设，将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
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对充换电设施用地
和电力线路走廊、电缆通道等做
好规划预留并予以保护，公共停
车场预留充换电设施用地。同时
结合烟台产业优势，对烟台市电
动汽车及配套生产企业出台税收

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力争进入全
省电动汽车试点城市，鼓励和支
持现有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积极
研发公交、物流、环卫车型，吸引
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
落户。

于忠国也给出了四条建议：
一是给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资
金扶持；二是给予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建设政策支持；三是对于购
买本市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的企业
和个人，参照国家和省政府补贴
政策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补贴；
四是对本市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给
予采购优先权。

生活中，我们多少人险些
被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坑”了。
烟台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烟
台市委副主委于党辰提出，聚
氨酯材质井盖有耐冲击、防
腐、防盗等优势，应推广。

据介绍，聚氨酯材质井盖
优点很多。从安全性来说，具
有高密度、高弹性和高拉伸强
度的特点，降低了产品在使用
过程中弯曲、破损、断裂的几
率。其次是防腐蚀、防老化、防
滑和非导电性能好，还有就是
比重强度高，重量轻，安装快
捷，制作过程也比较节能环
保，因为无重复利用价值，防
盗性能好。

本报记者 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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