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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阳阳所所城城搬搬迁迁改改造造签签约约七七成成多多
奖励期限截至11月20日，提醒各位业主不要错过搬迁奖励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秦
雪丽 杜晓丹 通讯员 张昌
宏) 14日上午，北部滨海开发
建设指挥部朝阳街区片搬迁部
院内非常热闹，120户居民排起
了长队，等待抽取选房号。朝阳
所城历史文化街区搬迁改造项
目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广泛
关注，截至11月13日，共有2011
户业主签约搬迁，签约率达七
成多。

14日上午9点多，在朝阳街
区片搬迁部院内，等待抽取选
房号的市民排起了长龙，现场
指挥部工作人员在紧张地核对
并登记业主信息。为创造一个
相对舒适的等待环境，方便上
年纪的业主休息，现场还摆放
了很多凳子，并准备了一次性
杯子和热水。

今年73岁的付春兰和老伴
也在队伍之中。付春兰说，12岁

的时候，她就住在朝阳街，和朝
阳街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们住
的房子是一个大院，里面有10
多户人家，我们住的房子大约
有30多平方米。”付春兰说，以
前住四口人，自己和老伴，以及
自己的两个孩子，后来孩子成
家后，都搬了出去。

对于这次搬迁，付春兰很
支持政府工作。“是件好事，搬
出去住楼房，总归是方便。”付

春兰说，朝阳街不通暖气，冬天
只能生炉子取暖，而且屋子狭
小，上厕所也得去公共厕所，生
活很不方便。

据北部滨海开发建设指挥
部动迁部负责人孙承江介绍，
朝阳一期、所城街区住宅房屋
共2650户，迁改造工作自9月21
日正式启动以来，总体来看，房
屋搬迁进展顺利，截止到13日
已完成签约2011户，签约率达

七成多。
“整个搬迁工作都是在公

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开
展的。”孙承江说，签约奖励期
限截止到2017年11月20日，目
前还剩大约一周的时间，如果
过了奖励期限，签约交房将不
享受奖励补贴，搬迁政策是不
会改变的，在此，指挥部建议还
未签约交房的住户们，抓紧签
约，早签约还可享受奖励政策。

送送义义诊诊、、开开讲讲座座，，防防治治慢慢阻阻肺肺专专家家有有话话说说
戒烟是关键，吸烟者出现咳痰也不能小觑

早期不注意，男子吸药

瓶攒了两麻袋

据悉，慢阻肺是仅次于肿
瘤、心脑血管病和艾滋病的人
类第四大“杀手”，因早期症状
不明显，一经察觉往往已经到
了晚期。毓璜顶医院呼吸科主
任毛琦善称，早诊断、早发现是
关键，他建议市民戒烟，从根本
上切断慢阻肺“病根”。

今年65岁的老陈是个“老
烟枪”，干完活抽袋烟是他一直
以来的习惯。最初偶尔咳嗽没
引起他的注意，后期情况越来
越严重，及至哮喘、憋气到医院
就诊，才知道患了慢阻肺，只能
靠药物维持。

“晚上只能侧躺着，要不根
本睡不着。”患病多年，老陈的
腰逐渐佝偻，走路时身体无法
直立，干不了重活，憋气让他说
话也时断时续。但即使这样，老
陈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平
日里吃药多看他心情，想起来
就吃，严重了就自己随意吸药，
如今家里的吸药瓶攒了两麻袋
了。

得知多位呼吸科专家要来

牟平义诊，老伴拉着他早早赶
到现场，只希望能得到有效的
建议。针对老陈的情况，毓璜顶
医院呼吸科主任毛琦善建议其
适当调整目前吸入药物的用
量，定期到医院复诊，根据医生
建议每3个月调整用药。

义诊过程中，还有患者就
药物的选择、如何防止和有效
缓解病情加重以及冬天出门注
意事项等向专家“讨教”，毓璜
顶医院呼吸科毛琦善主任、嵇
焕盛主任，芝罘医院呼吸科慕
春舟主任、福山区人民医院呼
吸科刘天成主任及牟平中医院
呼吸科王启瑚主任等一一做了
耐心的解答。

吸烟者出现咳痰要引

起重视

毛琦善主任介绍说，慢阻
肺是以气流受限为特征的慢性
肺部疾病，主要表现为长期咳
嗽，多痰，活动后呼吸困难。症
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劳
动能力和生活质量。1/3以上慢
阻肺患者早期无明显症状，仅
有肺功能的下降，很多人并不
知道自己患有此病。当出现呼

吸费力时，一些人误认为是衰
老的表现，并未重视，导致病情
进一步加重。

数据显示，我国慢阻肺患
者就诊率仅有30%，主动接受
治疗的都是中晚期患者。因此
早期预防和坚持规范治疗是防
治慢阻肺的关键。

毛琦善主任称，近年的冬
季不很冷，气温飘忽不定，以及
空气干燥和大气污染加重引起
的雾霾天气，空气颗粒变大及

粉尘变多，这些因素都可能直
接刺激慢阻肺患者的呼吸道，
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发作，让慢
阻肺“雪上加霜”。

“更主要的诱因是吸烟，这
才是导致慢阻肺最大的杀手。”
毛琦善主任告诉记者，慢阻肺
患者中90%以上都有吸烟或者
被动吸烟史，而且吸烟时间越
长，吸烟数量越大，慢阻肺的发
病率也就越高。因此防治慢阻
肺，戒烟很关键。

“戒了烟大多数人可免受
慢阻肺之苦，即使已患慢阻肺
的人，戒烟后也可以减慢疾病
进展速度。”毛琦善主任称，吸
烟者如果早上有咳痰情况就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到医院
进行肺功能检查，以争取早发
现早治疗。此外，毛琦善主任
还建议市民应注意生活方式
的调节，避免劳累、上火、熬
夜，增强自身免疫力，以防止
疾病的发生。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王婧

每年11月第三周的周三为“世界慢阻肺日”。13日上

午，毓璜顶医院联合牟平区中医医院、烟台芝罘医院、烟

台市福山区人民医院呼吸科专家齐聚牟平中医院，为市

民送义诊的同时，还开设专门的患者讲座，专题讲解如何

认识慢阻肺、戒烟的必要性并手把手教患者做呼吸操。

义诊现场。 通讯员供图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孙建鹏 ) 近
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了解到，2017年1-10月份，
烟台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温
和上涨的运行态势，价格总水
平累计上涨1 . 5%，涨幅比上年
同期回落0 . 3个百分点。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指
数均有不同程度上涨。1-10月
份，食品烟酒类累计上涨0 . 5%；
衣着类累计上涨1 . 1%；居住类
累计上涨2 . 1%；生活用品及服
务累计上涨1 . 3%；交通和通信
累计上涨0 . 9%；教育文化和娱
乐累计上涨1 . 8%；医疗保健累
计上涨4 . 5%；其他用品及服务
累计上涨2 . 4%。

医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
娱乐三大类推动CPI上涨。受政
策性因素和成本上涨压力，居
住类上涨拉动总指数上涨约
0 . 45个百分点；受烟台公立医
院取消药品加成和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政策涨翘尾影响，医疗
保健类上涨拉动总指数上涨约
0 . 33个百分点；受人工成本上
涨等因素影响，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上涨拉动总指数上涨约
0 . 20个百分点，三者共拉动总
指数上涨0 . 98个百分点，约占
CPI总升幅的65 . 3%，在八大类
中是推动CPI上涨的“中坚力
量”。

食品类价格回落，成为今
年CPI平稳运行的主要因素。去

年对总指数影响力最大的食品
类在今年1-10月份出现负增
长，主要是受猪肉、鲜菜等价格
下跌影响，食品类价格指数累
计下跌0 . 8%，影响CPI下降约
0 . 17个百分点。食品中下降幅
度较大分别是鲜菜和猪肉。

服务项目和工业消费品价
格明显上涨。1-10月份，烟台居
民消费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累计
上涨3 . 0%，涨幅比上年同期扩
大1 . 6个百分点，推动CPI总指
数上涨1 . 1 1个百分点，约占
CPI总升幅的61 . 67%，是本轮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大动
力。

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仍
将保持低位平稳上涨的态势。

11--1100月月份份烟烟台台CCPPII累累计计上上涨涨11 .. 55%%
医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成主要推力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宫钧瀚)

近年来，芝罘区一直着眼
于破除区域内教育师资不均
衡难题,按照“退一补一”的
原则，建立科学的教师梯次
补充机制。2012年以来，全区
累计补充新教师556人，年均

补充111人。在考选教师安置
中，加大对城郊薄弱学校的
倾斜力度，推动教师结构性
缺编、校际间师资力量和教
师工作量不均衡问题的解
决。仅2017年为薄弱学校补
充 教 师 1 1 4 人 ，占 总 数 的
76%。

芝芝罘罘为为薄薄弱弱学学校校补补充充111144名名教教师师

烟台市特检院与多家网
络公司合作，先后开发出用
于检验系统的移动终端系
统，办公OA系统和特种设备
管理系统，实现全市数据联
网。能够满足从报检到检验、

出具检验报告和任务办结的
“一站式”服务，所有流程实
现网上随时跟踪，通过移动
客户端的使用，实现了检验
工作无纸化办公。

通讯员 金鹏

特特检检检检验验提提供供““一一站站式式””服服务务


	J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