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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中富兴泰置业有限公司

贵公司2014年在齐鲁晚报《今日泰山》刊登中富宏

泰·泰山国际采购中心广告，广告费累计123500元整(壹

拾贰万叁仟伍佰元整)经多次催款，至今未付。请贵公

司在本通知发出10日内将上述欠款结清。否则，本公司

将保留采取进一步催款措施的权利。

特此通知！

泰安大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催催 款款 通通 知知
2015年10月29日至11

月1日 ,乌克兰国际关系
51中代表团对泰安英雄
山中学进行了为期3天
的交流访问。欢迎仪式
上，乌克兰国际关系51中
和泰安英雄山中学就各
自的学校发展进行了介
绍，并就两校今后的友
好互访和交流事宜，签
订了两校结为国际友好
学校的友好意向书。

访问团一行五人参
观了英中的学生餐厅、
学生宿舍、阅览室、教室
和操场等校园设施，并
观看了英中正在举行的
秋季田径运动会，同时

与英中部分老师和同学
进行了友好交流，
访问团的到来，既加深
了两校之间的相互了
解，又增进了两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为我们深
入了解乌克兰的学校教

育打开了一扇友谊之
窗。相信，随着中乌两国
友谊的不断加深，泰安
英雄山中学与乌克兰国
际关系51中的相互交流
也会不断向前推进。
(通讯员 贾其旺 田丽娟)

流流浪浪者者对对爱爱心心说说不不，，救救助助站站真真没没招招
像这样的乞讨人员泰城就十多个，万一他们身体出问题可怎么办

乌克兰国际关系51中代表团
到英雄山中学友好访问

近期，泰山区徐家
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积极协调开发公
共卫生服务软件平台，
利用手机短信、微信等
方式，将预防接种、儿
保、妇保、老年人、慢性
病人的健康管理进行
信息整合，以家庭为单

位，定期将卫生政策、
保健知识、服务项目等
信息传递给服务对象，
提高群众对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
率、参与率，受到了街
道群众的好评。

通讯员 谭春辉

本报讯 为规范餐饮服
务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保障公
众餐饮安全，新泰市食药局谷
里食药所加大辖区餐饮从业
人员健康管理，餐饮从业人员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必要时接受临时检查。

据了解，新参加或临时参
加工作的人员，应经健康检

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
工作。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
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活动
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
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安
全疾病的，不得从事接触直接
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业人员有
发热、腹泻等有碍食品安全病
症的，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

待查明原因并将病症治愈后，
方可重新上岗；食品安全管理
员要及时对在本单位餐饮从
业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建立从
业人员健康档案，组织从业人
员每年定期到指定查体机构
进行健康体检。

(郝连杰 燕云强)

新泰谷里食药所
加大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徐家楼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行公共卫生服务精细化管理

天冷了市民爱心升温

流浪人不“领情”

近几天，泰城迎来降雨降
温天气，温度下来了，但市民
的爱心却在升温，救助站的电
话不时响起。

4日，有市民在灵山大街
老汽车站附近发现一名流浪
女子，女子年龄三四十岁，吃
住在绿化带，靠捡拾垃圾箱内
剩饭残羹、喝工地废水为生。
市民发现后，把流浪女子的详
细情况及照片发到网上，希望
她家人看到，也希望民政部门
救助。本报联系泰安市救助管
理站得知，女子已经被救助过
多次，排斥救助，自己选择流
浪在城区。工作人员只能放弃
救助，改为平时关注。关注流
浪女子的市民，这才无奈散
去。

流浪女子的事情刚刚放
下，5日，又有市民在青年路北
头过街天桥下发现一位露宿
的老人。市民称，老人每天睡
在天桥下面的地上，天气越来
越冷，希望有关部门帮帮这位
可怜的老人。有多位市民看到
后转发老人信息，有人质疑老
人没有得到救助是民政部门
不尽责，这一说法得到了部分
市民的赞同。

5日早上，记者在天桥下
见到了市民所说的流浪老人。
老人说，曾有救助站工作人员
劝他回家或到救助站，他都拒

绝了。
记者从部分流浪人员及

救助部门了解到，长期流浪泰
城拒绝接受救助的人员，并非
全都被迫流浪，有的是主动流
浪并拒绝接受救助。

“在家也无事可做

流浪是多年习惯”

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泰城约有十个左右主动选
择流浪而拒绝接受救助的流
浪人员，人数会随季节等原因
浮动变化。一多年流浪的老汉
说，流浪在外好几年，已经成
了习惯。

半截凉席、一身破棉
衣、一个水壶，一根拐棍，就是
露宿在青年路北头天桥下傅
老汉的标准装备。老人今年78
岁，思维比较清晰，自称家在
环山路东段的一处山村，有一
儿一女两个孩子，孩子们都在
外地不常回家。

说起自己流浪在外的经
历，老人一直笑。他告诉记者，
在外多年，头几年年轻的时
候，还能到建筑队干点力气
活。干不动了以后，就流浪街
头，捡点废纸瓶子卖，偶尔也
能捡到衣服、好吃的，还有好
心人给东西。老人说，自己在
外多年习惯了，在家没事可
做，不如在城里吃住都很随
便。听说天气要变冷，老人又
给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好去处，
至于在哪老人闭口不谈，但说

是一个废弃的平房，能遮风挡
雨，天气再冷点可能回家。“原
来也有热心的人说让我去救
助站，我不想去，不自由。老人
抽着烟说。

今年27岁的小张，是救助
站的常客。刚刚穿上救助站给
的新棉衣，小张就又出门四处
游逛，饿了就回救助站吃饭。
对小张来说，流浪在多个城
市，没着落再到救助站寻求帮
助，平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城
市内闲玩，也属于市民眼中

“没有得到救助”的一类弱势
群体，但他从不干活赚钱。

“对于这部分流浪人员来
说，流浪是一种生活习惯，听
着可能有点别扭，但实际上就

是这个情况。”救助站救助科
牛宝瑞科长说。

救助站强制救助会违法

只能默默背后“送暖”

一边是爱心市民救助心
切，一边是流浪人员拒绝救助
的坚决，面对两难问题，面对
社会爱心人士的舆论监督，救
助站更是为难。

“像这样流浪在泰城，以
街头、公园、广场、废弃房屋为
家的人员，还有好多个，分布
在城区不同地方。”牛宝瑞说，
对于这部分比较特殊的流浪
人员，救助站有心救助却难伸
手。

之所以说这部分流浪人

员特殊，既因为他们属于没有
能力解决食宿的流浪乞讨人
员，从救助范围上来说可以被
救助，但又因为他们主动拒绝
救助，违背了救助自愿原则而
无法被救助。同时，社会对流
浪人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也给救助站带来了压力。工作
人员说，市民发现后拨打电话
要求救助站救助，他们都要出
去寻找想办法救助，但最终的
结果大多是徒劳。同一个流浪
人员，救助站可能救助过几次
甚至十几次几十次。“市民一
说这个流浪人员大致什么模
样，我们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是谁，明知道去了也被拒绝，
接到电话还是得去。”牛宝瑞
说。

即使流浪人员精神有问
题，救助站也不能强制送医。
按照2014年5月份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
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
疗实行自愿原则，经其监护人
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
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
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
住院治疗。

与精神有问题的流浪
人员处理不同，对智力正常的
流浪人员，救助站更无法强制
救助。但是，一旦流浪人员因
冻饿、疾病等出现意外，倒追
责任时救助部门可能就难脱
干系。几年前，泰城就曾发生
过流浪人员意外死亡事件，虽
与救助站没有直接关系，但对
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救助部门仍在
想方设法救助这座城市的流
浪人员。救助站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冬天就要来了，压力最
大的时候也要来了，他们会尽
全力让流浪人员吃饱穿暖，不
论是接受救助的还是排斥救
助的。

新一轮降雨降温即将来临，流落街头的流浪人员，也让
热心市民挂了心。近几天，救助站的电话频频响起，工作人员
去现场一看却难伸援手。原来，这些流浪乞讨人员拒绝救助，
他们觉得流浪是一种习惯，在救助站反而“不自由”。受限于
自愿救助原则，救助站无法强制救助，面对爱心市民的吐槽
更是有苦难言。

本报记者 赵兴超

老人有儿有女，但称流浪是多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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