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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青岛

人大代表提建议 多部门负责人面复

儿童窝沟封闭实施提上日程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盛文静) 人

大代表建议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儿童窝
沟封闭，预防龋齿。14日，在青岛市口
腔医院，青岛市卫生局、财政局、教育
局等多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份建议
进行调研并现场面复，卫生局的相关负
责人称争取将该项目列入重大公共卫生
项目，在全市推广。

人大代表刘丽萍在今年两会期
间，提交了一份《关于预防儿童龋齿
实施儿童窝沟封闭项目》的建议。她
建议，由卫生部门牵头，各级财政投
入一部分，学生家庭负担一部分，在
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儿童窝沟封闭。
在小学生中广泛开展爱牙护牙教育，

卫生部门定期对儿童进行牙齿检查并
建立牙齿档案。刘丽萍的建议引起了
多个部门的重视，13日，青岛市卫生
局、教育局、财政局、市南区卫生
局、市南区教育局、口腔医院的相关
负责人对刘丽萍的建议进行现场调研
并面复。

青岛市口腔医院院长王万春介绍，
在市南区成功试点的基础上，青岛市全
面开展窝沟封闭防龋项目已经具备了可
行的条件，“对于实施的具体细则、承担
该项目的医疗单位具备的基本条件、实
施流程及时间安排，我们做了一个详细
的可行性报告。”在报告中，王院长建
议成立领导小组及专家考核组，共同来

推广该项目。
卫生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

年，青岛市市南区政府拨出专款，为市
南区所有小学二年级适宜儿童免费进行
“六龄齿”的窝沟封闭。两年来，共有
约2 . 4万多名儿童受益。市南区适龄儿
童的窝沟封闭率达到98%，龋齿发病率
由2008年的41%降至2010年的29%左右，
效果显著。

卫生局的有关负责人称，将积极争
取财政支持，把此项工作列入重大公共
卫生项目中去，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多种
形式的口腔教育，并安排专业口腔医生
为全市中小学生进行口腔健康查体、建
立口腔档案。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孟艳 通讯
员 刘洁) 受连续加息以及房产市场
调控影响，岛城一季度存贷额拉大差
距。14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
行发布一季度货币信贷运行情况，3月
末，全市房地产贷款余额1447 . 7亿元，
同比少增43 . 1亿。而个人存款余额
3188 . 9亿元，比年初增加218 . 6亿元，同
比多增14亿元。

一季度，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因素影
响，房地产贷款增长放缓。截至3月
末，青岛全市房地产贷款余额1447 . 7亿
元，比年初增加125 . 1亿元，同比少增
43 . 1亿元。其中开发贷款增加78 . 7亿
元，同比少增21 . 4亿元，购房贷款增加
40 . 3亿元，同比少增25 . 4亿元。招商银
行青岛分行理财师王海标介绍，现在中
央、地方政府都在对房地产进行调控，
2011年已经两次调高贷款利率，三次调
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银根收紧，
纷纷取消贷款优惠政策，房贷额肯定会
大幅下降。

截至3月末，全市个人存款余额
3188 . 9亿元，比年初增加218 . 6亿元，同
比多增14亿元。从变化情况看，前2个
月，全市个人存款同比少增41 . 6亿元。
进入3月份，在加息累计效应、季末各
行加大存款营销力度以及各类理财产品
发售等因素带动下，个人存款快速增
长，3月份，全市个人存款增加103 . 4亿
元，同比多增55 . 7亿元。王海标介绍，
在存款利率上调的趋势下，市民对其他
投资方式多少有些抵触情绪，毕竟银行
存款是最保本的理财方式。此外，月末
是理财产品集中到期的时间，理财收益
也都转为了银行存款，必然导致存款增
加。

从岛城一季度全市信贷投向看，基
础设施及重点项目的银团贷款增长。3
月末，全市中长期银团贷款余额368 . 6亿
元，比年初增加74 . 3亿元，同比多增
62 . 5亿元，重点支持地铁一期、海湾大
桥等项目建设。另外，制造业贷款增长
较快。前两个月，全市制造业贷款新增
93 . 7亿元，同比多增5 . 4亿元，占企业贷
款增量的46%，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
其次为批发零售业贷款，占企业贷款增
量的23%。

银行存贷额差距拉大

个人存款多增房贷少增

捐衣服

献爱心

13日，在青岛大学，同
学们将不穿的衣服捐出来，
由爱心社团整理后转送慈
善机构，然后运到甘肃循化
县。据介绍，现在有不少大
学生把不穿的衣服直接丢
进垃圾箱，爱心社团便出面
组织捐衣服献爱心的活动。
这已经是他们第四年组织
捐衣服的活动，一打出牌子
就有很多学生响应。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影报道





服务项目挺全 新人不太买账

婚礼式颁证岛城遇冷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珍梅 见习

记者 黄兴德) 登记结婚不再单单只是
领个结婚证，民政部门可为新人免费举办
一场简短的婚礼仪式。这种婚礼式颁证在
青岛推行已经近两年，但是只有千余对新
人尝试这种新的婚姻登记模式。

14日，记者走访市南、市北、崂山等婚
姻登记处，看到关于“婚礼式颁证的告知”
都被张贴在显眼位置。前来登记的新人不
少，但婚礼式颁证大厅十分冷清。“我知道

婚礼式颁证这个事儿，但我没考虑要举
行。”正在市北区婚姻登记处领证的市民
袁先生和赵小姐说，因为亲朋好友众多，
婚礼式颁证对他们并不适合。记者从市北
区婚姻登记处获悉，今年以来，市北区没
有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式颁证。

记者从青岛市民政局了解到，青岛从
2009年5月开始推行婚礼式颁证，至今已近
两年。但是截至目前，岛城只有千余对新
人尝试。而根据青岛市民政部门的统计，

2009年和2010年两年，青岛市内四区登记结
婚的新人就超过3.8万对。

“推行婚礼式颁证，只是为需要它的
人提供另外一种选择。”青岛市民政局
社会事务处一负责人说，婚礼式颁证在
岛城推行近两年，选择它的人不多，且
以收入不高的本地人和在青务工人员
居多。但婚礼式颁证确实减轻了一些新
人的负担。这名负责人坦承，婚礼式颁证
被接受还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