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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对拟申报的4个高校设置事项予以公示

滨州医学院有望升格更名山东医药大学
记者 徐玉芹 济南报道

滨州医学院升格更名有进
展了！12月2日下午，山东省教
育厅发布《关于拟申报高校设
置事项的公示》，对拟申报的4
个高校设置事项予以公示。记
者注意到，4个高校设置事项中
包括备受关注的滨州医学院。
按照公示，滨州医学院拟升格
更名为山东医药大学。公示期
为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
月6日。

记者注意到，此次公示的4
个高校设置事项分别为：拟设
山东医药大学，建校基础为滨
州医学院，举办者为山东省人
民政府；拟设滨州职业技术大
学，建校基础为滨州职业学院，
举办者为滨州市人民政府；拟
设日照职业技术大学，建校基
础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者为日照市人民政府；拟新建
聊城科技职业学院，举办者为
聊城市人民政府。四所高校办
学体制均为公办。

相较于其他三所拟举办高
校，拟升格更名为山东医药大
学的滨州医学院社会关注度更
高。尤其是泰山医学院与山东
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整合组建为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潍坊医学
院升格为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康复大学建成之后，滨州医学
院何去何从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官方资料显示，滨州医学
院是省属公立全日制普通本科
高校，现为山东省应用型人才
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应用型
本科高校、山东省省市共建高
校、山东省博士学位授予立项
建设单位。学校前身可溯源至
1946年的原国立山东大学医学
院，1956年3月独立建制为青岛
医学院，1970年10月整体搬迁
至山东省惠民地区行署驻地北
镇办学，1974年11月设立青岛
医学院北镇分院，1981年9月独
立建制为北镇医学院，1983年3
月随驻地更名为滨州医学院，
现有烟台、滨州两个校区。目

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医药
学科优势突出，残疾人和康复
高等教育特色鲜明，医、理、管、
工、教多学科门类渗透融合、协
调发展的医学院校。

目前，滨州医学院办学条
件持续优化，综合实力稳步提
升，形成了“两优两特”的办学
格局。

“两优”是指临床医学优势突
出、药学优势明显。临床医学致力
于新医科建设，是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特色专业，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
业项目核心专业。临床医学学科
入选山东省一流学科、山东省高
水平学科建设名单，进入ESI全球
排名前3‰。药学是山东省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省财政重点支持
专业，坚持走产学研用融合、校企
合作特色发展之路。药学学科入
选山东省高水平学科培育学科，
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进入ESI全
球排名前6‰、化学学科进入ESI
全球排名前9‰。

“两特”是指残疾人和康复高
等教育特色。1985年，学校创办了
我国第一个专门招收肢体残疾青
年的大学本科专业(医学二系)，
开创了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先
河。2012年招收视障学生，2018年
招收听障学生，填补了全国医学
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视障生、听障
生教育的空白，为社会培养了
1289名残疾人医学人才。

记者了解到，升格更名早
在滨州医学院的发展规划之
中。2010年，滨州医学院第三次
党代会确定了建设国内知名医
药大学的发展目标和办学定
位。2013年，滨州医学院公开筹
建“山东医药大学”，并成立了
山东医药大学筹建办公室。
2016年，滨州医学院“十三五”
事业发展规划明确建设国内知
名康复医科大学，此后传出学
校争建“中国康复医科大学”

“康复大学”。2019年，滨州医学
院欲创建“山东第二医科大
学”，但2023年潍坊医学院捷足
先登，成功获批山东第二医科
大学。滨州医学院最终选择了

“山东医药大学”。

李梦瑶 济南报道

一座老商埠，半部济南近代
史。近年来，济南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商埠区的保护提升工作，
成立了商埠区保护提升工作专项
指挥部，围绕保护提升老商埠特
色街区、商埠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与开发利用、推动百年商埠复兴
繁荣等，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工作。

今年是济南自开商埠120周
年。济南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专
家和部门代表，围绕老商埠·新变
局展开商量，为老商埠繁荣发展
汇智聚力。

记者了解到，商埠区的规划

范围，东到纬一路，南至经七路，
西到纬十二路，北到胶济铁路的
范围。总用地面积是3 . 8平方公
里。其中的“一园十二坊”传统风
貌区，东至纬三路、南到经四路、
西到纬八路、北至通惠街，总用地
面积约47 . 9公顷，这里是商埠区
历史特色的精华展示区。 从
去年年底，以济南1904街区这个
核心项目为主，济南宾馆、经四小
纬二、福音里，包括开埠博物馆这
几个项目在陆续启动。

传承商埠文化：
做好总结和提升

济南市政协委员、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财经新闻事业中心主编
陈玮表示，传承好开埠文化，首先
要做好开埠文化的总结和提升，
即做好修旧如旧和做好文化的衍
生品工作。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原编委会
成员、济南文史专家张继平表示，
要推动《济南老商埠》书籍的出
版。该书系统性地梳理了济南自
开商埠以来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城
市的影响。

推进商埠更新：
采用绣花方式

济南市政协常委、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民盟市委会副主

委邵莉表示，应该对老商埠实施
点线面结合的有重点的改造提
升。建议优化中山公园的界面；优
化街道空间，选择最具代表性的
经、纬六条街作为重点打造；此
外，要让整个建筑风貌展现真实
的、时代的记忆。

山东省政协委员、省古建筑
保护研究院院长孟令谦表示，要
用绣花的态度和方式做好城市更
新；防止建设过程当中大拆大建
和过度商业化；要注重我们的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相结合。

共襄商埠繁荣：
打造活力综合街区

不少委员提到，老商埠本身
就是“活力”的代名词，应该让老商
埠更具烟火气，形成一种老人宜
居、儿童友好、年轻人便利的社区。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
级调研员许多兵表示，建设中的
1904街区将融合多种业态，打造成
为集文化展示、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性区域。该街区将通过“公
园+”的理念，加强各个片区的功能
融合，提升整个片区的城市活力。

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经
二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陈怡丹建议，要用开放、包容和创
新的精神来推动文商旅的融合，
加强整个产业业态的规划统筹和
联动。

开埠120周年，老商埠如何华丽转身
济南政协商量建言献策，建设中的1904街区要融合多种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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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的
医保钱包功能，苏州市居民杜女士仅
需不到一分钟，就能将个人账户里的
钱实时转给远在河南的父亲，用于其
看病就医。而这样的“跨省共济”，即
将在全国更多省份铺开。

12月2日，国家医保局在江苏省
苏州市举行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
启动仪式。记者了解到，江苏、河北等9
个省份31个统筹区，已于近日正式上
线了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

这是继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个
人账户省内共济，23个省份扩大至

“近亲属”共济之后，个账共济再次迈
出的重要一步。

跨省共济，将“盘活”更
多医保个账资金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医保个人
账户年收入及支出均超6000亿元，当
年医保个人账户结存累计约1 . 4万
亿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扩
大，对盘活个人账户“沉睡”资金起到
积极作用。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打破省
域限制，能够丰富资金的使用主体，惠
及更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国家
医保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说。

今年1月至10月，职工医保个账
共济金额达369亿元，其中同一统筹
区内共济2 . 6 3亿人次，共济金额
3 2 9 . 7 5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1976 . 29万人次，共济金额39 . 33亿
元。随着跨省共济的到来，共济金额
有望进一步上升。

跨省共济，将惠及更多
参保人

当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1 . 5
亿，实现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是广大
参保人的真切需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个
人账户“近亲属”间的跨省共济，有助
于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增强个人及家
庭的抗风险能力，让身处不同省份的
家庭成员能够灵活、高效地调配和使
用个人账户资金，以应对看病就医需
要。

医保钱包是有效实现跨省共济
的重要途径。据悉，国家医保局已在
江苏等9个省份开展医保钱包试点工
作，目前已有近2 . 7万人使用医保钱
包，成功转账1423笔，共39 . 9万元，
已有参保人使用医保钱包进行就医
购药和参保缴费等，总体应用效果良
好。

个人账户使用对象由“本人”到
“配偶、父母、子女”，再到“近亲属”；
共济地域由本统筹区到省内，再到跨
省——— 职工医保个账共济政策的不
断推进，背后是民有所呼，政有所应，
关系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职工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涉及3
亿多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和近10亿居
民医保参保人员，规模巨大，一个都
不能少。”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
说，跨省共济计划于2025年全面实
现，让人民群众的医保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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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医保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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