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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陈之焕 通讯员 仲海青)

11日，青岛市水文局发布
抗旱防汛信息，自4月25日以
来，青岛市大部分地区一个
半月无有效降雨，部分麦地
干旱，其中，胶南市、胶州市
等地区重旱。旱情对小麦没
有影响，但对春播作物的生
长极为不利，农田需及时进
行灌溉。

根据6月11日墒情监测，
青岛市麦地土壤相对湿度在
27%—91%之间，平均土壤相
对湿度为48%，土壤含水率

偏低，部分地区旱情严重；全
市春播地土壤相对湿度在
50%—92%之间，平均土壤相
对湿度为64%，部分地区出
现轻旱。

据了解，今年1月1日至
今 ，青 岛 市 平 均 降 水 量
8 5 . 8mm，比历年同期平均
降 水 量 1 4 0 . 6 m m 偏 少
39 . 0%，在1952—2012年共61

年水文资料系列中排第5 5

位，较常年偏少。与历年同
期相比，各区 (市 )降水量偏
少28 . 7%—52 . 2%。6月份以
来全市仅降了几次局部小

阵雨，降水量1 . 5mm，在历
年同期排第51位。综合各项
分析，自4月25日以来，青岛
市大部分地区一个半月无
有效降雨，部分麦地干旱，
旱情持续发展，胶南市、胶
州市、黄岛区北部和莱西市
北部山区重旱，即墨市中部
和东北部、平度市东北部和
西南部中旱，即墨市东部和
西南部轻旱；春播地即墨市
东北部中旱，崂山区、胶州
市西南部和北部、黄岛区北
部、平度市东北部和西南部、
即墨市东部和西南部及城阳

区东部和西部轻旱，应及时
进行灌溉。

青岛市水文局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小麦正处于黄熟
收割期，春播作物处于生长
期，旱情的持续发展对小麦
的收成没有影响，但对春播
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需及
时进行保墒灌溉。此外，青岛
市23座大、中型水库共蓄水
3 . 6238亿立方米，比历年同期
2 . 0861亿立方米偏多1 . 5377亿
立方米，在1960—2012年的同
期蓄水系列中排第5位，是历
年同期蓄水较多的一年。

40多天不下雨，胶州胶南重旱
自4月25日以来，青岛市大部分地区无有效降雨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宋珊珊 ) 8日起，商业贷款
利率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双双下调，利率下调降低了
购房成本，再加上很多楼盘
降价甩卖，刚需购房者开始
出手。11日，记者获悉，6月首
周青岛二手房成交418套，日
均6 0套，创下6周以来的新
高。

搜房网二手房数据监控
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
第1周(6月4日—6月10日)青
岛二手房住宅周挂牌均价环
比降0 . 78%，每平方米下跌
115元，挂牌均价为14585元/

平方米，挂牌均价连跌5周。
在降价和降息“双降“刺

激下，据青岛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网上房地产统计数
据，6月首周青岛七区二手房
成交签约418套，成交量环比
上涨10 . 8 8%，创6周以来新
高。其中，签约量最大的为市

北区，签约套数约为106套，
占青岛七区上周二手房签约
量的25%；四方区次之，签约
80套，占比19%；崂山区签约
套数最少，约为37套，占比
9%。青岛二手房成交量延续
了5月的成交势头。

搜房网二手房市场分析
师刘芳分析，刚需入市是受
降价和降息的影响。以公积
金贷款为例，贷款额40万元、
贷款期限30年，采用等额本
息还款方式，利率下调后月
还款额可以减少48 . 36元，30

年 累 计 可 减 少 还 款 额
17409 . 6元。“预计未来二手
房成交或将持续回暖势头。”
刘芳说。

楼市分析人士张百忍认
为，降息对楼市来说是利好，
减少了购房成本，会促进购
房者出手。不过，在限购不
动摇的政策环境之下，“关
键还得看开发商降价幅度

有多大，对刚需购房者来
说，这才是最具吸引力的。”
张百忍分析，限购等调控政
策依然不动摇，开发商库存
压力仍然很大，房价依然有
下调空间。

刘芳也表示，后市调控

政策微调的主要着力点依
然是释放刚需、降低刚需购
房压力，限购和限贷依然是
不能触碰的底线，也是今年
年内不可能动摇的准则。

“在这个主基调下，房价应
该不会暴涨。”

刚需入市，
二手房成交量走高
分析人士认为，限购政策不动摇，房价依然有下调空间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李晓闻) 日前，
青岛市人社局下发通知，自今年1月1日起，为
全市工伤1至4级人员和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
属调整待遇，调整后工伤1至4级人员月伤残
津贴比去年增长12 . 9%。生活护理费月人均增
长137 . 7元，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月人均增
长79 . 31元。

据悉，本次调整范围是2011年12月31日
前享受伤残津贴的1至4级工伤人员(不包括
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工伤人员)，以及经批
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工伤人员和领取供养亲
属抚恤金的因工死亡人员(含因工致残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领取养老金期间死亡人员)供
养亲属。涉及符合条件的人员共2934人，其
中，工伤1至4级人员1100人(其中领取生活护
理费的433人)，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1834

人。调整后工伤1至4级人员月人均增长245 . 1

元，比去年增长12 . 9%。生活护理费月人均增
长137 . 7元，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月人均增
长79 . 31元。

伤残津贴计算方法是按照职工伤残鉴定
等级，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确定，本次调整
标准为工伤1至4级人员月伤残津贴每月分别
比去年增加255元、245元、235元和225元。因工
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抚恤金调整标准为：配
偶每月增加90元，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增
加75元，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
标准基础上再增加20元。生活护理费以去年
青岛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2730元为基数，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比例调整。此次
调整的待遇从今年1月份开始补发，近期将划
拨到银行存折或单位的银行账户中。

如工伤1至4级人员或因工死亡人员供养
亲属想咨询本次待遇调整的相关问题，可拨
打民生热线12333或登录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网www.qd12333 .gov.cn进行查询。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杨林) 11日，记
者从青岛市卫生局了解到，去年在市南、黄
岛、李沧试点的中医体质量化辨识与调养指
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在全市推广，目标为
全市60岁至64周岁的老人，预计将有25余万
市民受益，青岛市财政将为此补贴200万元。

青岛市卫生局中医处处长赵国磊介绍，
今年青岛市的中医体质量化辨识与调养指导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在6月上旬启动，此次服
务人群为各区、市辖区内60岁至64岁之间年
龄段的常住居民，去年三区试点的是从55岁
到85岁的年龄段，结果显示60岁至64岁年龄
段的干预效果最好，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比较
年轻，“中医治未病”干预效果好。为了评估干
预效果，青岛市卫生局抽取3310人进行二次
辨识，结果显示，居民养生保健知识知晓率提
高12%，健康状况改善率达58%。今年，此前已
经开展试点的市南、李沧、黄岛和其他有条件
的区市可自筹资金将目标人群范围扩大到相
邻年龄段。服务内容包括药物调养、经穴保
健、运动保健、精神调适、饮食保健、环境起居
等在内的养生指导方案。

为了保证中医体质辨识的质量，服务将
实行定点制。赵国磊表示，青岛市卫生局优选
了一些中医力量强大的中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医疗机构，每个定点医疗机构至少
有两名卫生服务人员从事中医体质量化辨识
与调养指导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至少要有1名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此外，中医体质辨识的电
脑操作系统也进行了升级。

今年青岛市财政还专门拨款200万元用
于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此外区市两级将按1：1

的比例筹集资金。居民仍然免费享受中医体
质辨识服务，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将由政府
提供辨识每人次5元的补贴。医疗机构在对居
民完成中医体质辨识以后，每月至少要有一
次随访受检者，监督受检者执行调养知道方
案。在4个月的调养周期过后，进行下一次的
中医体质量化辨识与调养指导，对体质调养
指导的效果进行评估。

中医体质辨识

今年覆盖全市
60岁至64岁居民可免费参与

1至4级工伤人员

月伤残津贴涨一成

11日，在香港路小学，一名三年级的学生与父亲一起
写下“感恩父爱”的书法作品。据了解，6月17日就是父亲
节，香港路小学提前邀请学生家长来到学校，与学生一起
上书法课。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感恩父爱

青岛二手房签约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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