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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老人仅5000人入住公寓
省城千名老人只有8张床位，居家养老仍为首选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李飞 ) 20日，全国青年

优秀班主任大讲堂泉城论
坛在济南铁路文化宫开幕。
本次论坛由《德育报》社、全
国中小学班集体研究中心
主办，槐荫区教育局承办，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

余人参加。
据了解，论坛为期两

天，多名国内外教育专家将
在大讲堂上就班主任工作进

行演讲，共同探索班主任专
业本质属性，探索如何实现
班主任专业化成长。在现场
展示环节，济南市营市东街
小学将进行德育工作展示。
济南市槐荫区名班主任工作
室、广西柳州市班主任工作
室、浙江武义班主任工作室、
天津市静海县班主任工作
室、江苏省南京市班主任工
作室等5所工作室还将带来
不同主题的班主任论坛。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王光营) 20日，“和平之

旅——— 茶人鲁明墨趣展”开
幕式及捐赠仪式在济南市
委党校举行，此次展览为期
三天，共展出鲁明的近期作
品40余幅。

据介绍，“茶人鲁明墨
趣展”由世界孔子协会和山
东省茶文化协会孔子茶文
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济南
工艺美术学会承办。此次展
览将展出鲁明近期创作的

拓彩山水、重彩人物、水墨
花鸟画等作品40余幅，为期
共三天。

鲁明的不少作品都以
西 藏 为 背 景 ，“ 期 盼 和
平——— 雪域人家”巨幅人物
画是这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得到了专家学者及与会者
的一致好评。此外，鲁明先
生还向西藏中学和母校山
东大学捐赠了两幅国画作
品，体现了其爱国热情和社
会公益心。

如今，随着智能手机的
流行，手机上一些“用药指
南”、“家庭医生”等对症下药
类小软件悄然兴起，一些年
轻人图省事，很青睐这种软
件。医院专家提醒，这些应用
软件并不科学，病人看病还
需接受正规诊断、治疗。

“现在看病，在手机上
轻轻一点就行。”近日，济南
市民王兆新患感冒，就用手
机上的“家庭医生”软件查

了查，根据软件上显示的病
症和自己对比，选了一种名
叫“感冒清胶囊”的药，并去
药店购买。“现在手机也能
看病，真是太方便了。”记者
了解到，这些手机问诊软件
主要受到一些年轻人的青
睐。

“手机问诊软件虽有一
定的用处，但仅仅是一种辅
助治疗的手段，它还有很多
不可取之处。”省中医院普通

外科主任医师张云杰介绍，
就拿简单的感冒来说，不同
的病因用药就不同，要是按
照手机简单的指示，如果是
风热感冒的人误服了治疗风
寒感冒的药，就会没有效果
或者加重病情。另外，病人不
清楚手机上推荐的药品是否
对机体有损伤。“手机软件无
法进行科学的诊断、提供系
统的治疗方案，仅凭手机软
件治病太盲目了。”

“手机问诊软件是一种
网络问诊方式。”省千佛山医
院骨创伤科的张博士说，他
在接诊过程中经常遇到病人
自行在网上诊病、自行治疗
的情况，往往是诊错了病、吃
错了药，延误了治疗，同时，
网上信息良莠不齐，很容易
误导人。张博士提醒市民慎
重使用网络诊病，条件允许
的话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或者
诊所接受治疗。

本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李帅) 20
日，省城69家老年公寓齐聚
英雄山市场，向市民提供咨
询服务。记者从活动现场了
解到，60岁以上人口已达
1 0 0万的济南，目前共有
8000张养老床位，入住率达
60%，这就意味着，目前只
有约5000名老人通过养老机
构安度晚年。

20日上午9时许，在活
动现场，几位老人围在一家

老年公寓前咨询。一位杨姓
老人说，老伴去世后，就想
住进老年公寓，正好赶上有
咨询活动就过来问问，最看
重的就是伙食和服务好。
“公寓伙食有营养师专门给
搭配，老人可以先考察再入
住。”绿苑福鼎老年公寓的
一位冯姓负责人说。

济南富翔老年公寓的负
责人孙煜航说，省城所有老
年公寓的床位加起来仅有
8000张，但目前济南目前60

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
100万。

据了解，和济南情况类
似的青岛60岁以上老人达
1 3 2 . 7万，共有老年公寓
1 2 7 家，床位 2 . 7 万张左
右，千名老人只拥有21张床
位。而济南千名老人拥有的
床位数则仅有8张，床位紧
张程度更甚。“济南这两年
养老事业已经是飞速发展
了，2002年时只有2家养老
公 寓 ， 现 在 则 达 到 7 0 多

家。”孙煜航说，受老人财
力有限、靠儿养老等观念的
制约，济南养老公寓的入住
率并没有得到飞速发展。

据济南市民政局社会福
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李
玉山介绍，目前济南老年公
寓的入住率已达到60%，呈
逐年增长态势。但居家养老
仍是老人首选的养老方式，
济南将继续推进城市的居家
养老服务，同时更加侧重农
村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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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诊病软件受年轻人青睐
专家：仅凭软件诊疗不靠谱，甚至会加重病情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李行一

20日，在英雄山广场，一位老人正在进行咨询，希望选到合适的老年公寓。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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