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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将探索推行“居住证”
持有居住证的“外来者”有望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任

鹏 鞠平) 近日，记者从有关

部门获悉，围绕社会管理创新，

烟台市将探索推行居住证制

度，方便外来流动人员。新的居

住证制度实施后，居住证将取

代目前担负外来流动人口管理

作用的暂住证，持有居住证的

“外来者”有望在工作、生活等方

面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据介绍，在烟台市的人口

管理工作中，烟台市相关部门

将探索推行居住证制度，争取

联合有关部门，出台相关保障

性措施，方便广大外来流动人

员的生产和生活。

记者了解到，目前，烟台市

大约有50万数量庞大的外来人

口，这些人在烟台市的各个领

域中就业、创业，发挥着作用。其

中大部分人在烟台工作生活多

年，除了“身份”不同之外，早已

成为烟台市的“新市民”。

对于这些在烟台居住的

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的管

理，烟台市和全国绝大多数

城市一样，实施暂住证制度。

目前，在烟台办理暂住证，不

收取费用，暂住人口可到居

住地所在辖区派出所办理。

山东省有关部门人士介

绍，最快在年内，我省将以实施

居住证“一证通”制度，构建“大

网安”格局，推进社会治安打防

控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提升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实施居住证“一证通”制度

后，暂住证制度也将随之取消。

届时，居住证一证全省通用，流

动人口流动，不用像过去那样，

每到一地就办一张暂住证，只需
办理居住地址变更就可以。

居住证对外来人口有哪

些好处呢？记者了解到，目

前，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工

作居住证制度。持有居住证

可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享受

当地居民待遇，还可享受社
保、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教

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

“从暂住证到居住证的变

化，体现出城市管理的进步。这
说明，非户籍人口的权益正在

逐步受到社会重视，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也在日

渐扩大。”相关人士表示。

格老读者珍藏12年《齐鲁晚报》追踪

86岁老读者徐增琛

成本报“金牌读者”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赵金阳) 18日，为了感谢烟

台福山区徐增琛老人对本报

多年来的厚爱，齐鲁晚报烟

台记者站站长韩延璟来到徐
增琛老先生家中，给老先生
颁发了金牌读者奖牌、两年

免费读报凭单、1000元慰问
金、鲜花以及一些生活用品。

徐老先生握着韩站长的手

说：“这些藏报能够重新回到

报社，我总算可以放心了。”

18日下午，徐老先生接

到记者电话后，早早来到门

前路口等候，见到本报烟台

记者站站长韩延璟后，老先
生握着韩站长的手，高兴地

忘了接下韩站长手中的鲜
花。

“你们的报纸办得真好

啊！快进屋，快进屋坐！”老先
生激动地说。随后，老先生便

和韩站长聊起了当时为什么

要订阅《齐鲁晚报》。“我订报

纸的时候，各种报纸的价钱

基本都一样，我就选择了《齐

鲁晚报》，因为我知道《齐鲁

晚报》是省报，信息面更广。

后来我慢慢发现，《齐鲁晚

报》经常举行公益活动，对一

些大事的报道都是特派一批

记者到现场，让我看报的时

候也像在现场一样。”

12年来，徐老先生对每

期《齐鲁晚报》都看得非常仔
细，能记住很多记者的名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

当年的老记者现在都成了编

辑或领导，已经很少再看到。

为了让老先生更加了解《齐

鲁晚报》，韩站长翻开1999年

的报纸，给老先生一一讲解

以前的老记者现在都在做什

么工作，老人听得津津有味。

“这么多年，你们的编辑、记

者不断充实变化，报纸的质

量却在节节攀升，现在，你们

报纸对烟台本地的新闻报道

更多，更厚重了，也更有看头

了！”

珍藏了12年，老先生对

这些报纸感情很深，上次记
者离开后，老先生又把报纸

精心整理了一番。把珍藏12

年的报纸全部捐给报社，老

先生既依依不舍又义无反

顾。“我已经86岁了，这几年，

我一直在给这些报纸找去

处，现在，捐给你们报社，总
算可以放心了。”

烟台大学2011年起

修订本科培养方案

听讲座、课外阅读也要占学分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杨凡)

减少课堂理论讲授、增加学生自主学
习时间成为近期高校本科培养方案

改革的一股潮流。18日，记者从烟台

大学了解到，该校日前出台的2011

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

意见中明确，2011级以后的本科生
四年制学分将控制在160分以内。除

了在课堂上课修学分之外，学生们还

可通过听讲座、课外阅读等方式修学
分。

在为2011级以后入学学生打造

的一张《烟台大学综合素质课程一览

表》中，记者看到，除了总计4个学
分、64个学时的“全校通选课”外，每

个学生还需修2个学分的“生涯规划

与就业指导课”。另外，“阅读与修养
课”占2个学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占1个学分，“学术讲座”占1个学
分。

“综合素质教育课程平台，是我
们2011版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比

旧版培养方案新增的一项内容。”烟
台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吴现成教授介

绍，烟大每四年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一次大的修订，2011版培养方案将

加大基础课、选修课和实践课程比

例，减少课堂理论讲授时数，减少课
内教学时数，增加学生自主学习时

间，扩大选择空间。

新版本培养方案最显著的特点

是对各类课程所占学分比例的调整。

按照新方案，每个本科毕业生四年制

学分将控制在160以内，而2007年版

本培养方案的学分要求则是170以
内；理论教学按16学时计1学分，实

验教学、体育课按32学时计1学分；

每周安排的上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0学时。

必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70%至
80%，比旧版本降低5个百分点，其

中，实践教学课程占总学分的15%至
30%，较旧版本提高5个百分点。选修
课方面，全校通选课每个学生需修满

4个学分，其中，2个学分可由科技创

新的学分冲抵。每个学生毕业前至少

要参加4次学术讲座，占1个学分。

另外，吴现成介绍，从2011级学
生开始，烟台大学还将实行“三学期

制”改革，以“五一”假期为界，划为春

季、夏季两个学期。目前每周安排的

两三个学时的通识教育课、选修课、

专业课和双专业课等将变为“短线课

程”，每周可安排4至6学时上课，在

春季或夏季一个学期之内上完并考

核结束。

▲韩站长给老先

生一一讲解以前的老

记者现在都在做什么

工作。

徐老先生和老

伴展示本报颁发的金

牌读者奖杯、慰问金和

两年免费读报凭单。

记者 赵金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