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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哉鲁菜，高哉鲁菜”山航空中美食节启动

传传统统鲁鲁菜菜端端上上万万米米高高空空餐餐桌桌
本报济南9月20日讯(记者

廖雯颖 实习生 陈伟) 十艺
节来临之前，由省旅游局、省烹
饪协会、山东航空主办的“美哉
鲁菜，高哉鲁菜——— 山东航空空
中美食节”正式启动。9月16日起
至11月30日，济南酥锅、把子肉、
滑炒里脊丝、大虾烧白菜等114
种传统鲁菜将被端上万米高空
的乘客餐桌。

“鲁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

一，具有鲜、嫩、香、脆的特色，很
多乘客希望能在家乡的航班上
品尝到有山东特色的餐饮。”
山航集团党委书记张幸福说，

“十艺节之前，将鲁菜摆上山航
飞机，既可提高机上餐食品质，
还可传播齐鲁文化、宣传文化山
东。”

据介绍，山航空中美食节将
持续至11月30日，在此期间山航
将在济南、青岛、烟台基地出港

特定航班以每周为一个周期，由
餐饮企业负责开发指定航线的
机上餐食。“为了能让多种鲁菜
上飞机，餐饮企业的菜品研发团
队进行了专门开发，目前已开发
出114种既能满足上飞机条件又
能最大限度体现鲁菜特色的菜
品。”山航客舱服务部总经理刘
孟传告诉记者。

从9月16日起，从济南出发
的山航乘客将有机会品尝到济

南酥锅、把子肉、滑炒里脊丝等
具有浓厚济南特色的餐食，从
青岛出发的乘客将有机会品尝
到崂山绿茶蜂蜜酥、大虾烧白
菜等胶东特色菜品。活动期间，
将通过机上乘客打分的方式对
特色餐食给予评价，评选出旅
客最喜爱的机上餐食，日后将
其确定为山航的机上特色餐
食。

遗憾的是，如九转大肠、爆

炒腰花等鲁菜经典并未能亮相
本次空中美食节。对此，刘孟传
解释说，由于航空餐在食材选用
和烹饪方面有特殊的要求，诸如
带骨头、带刺、容易产生异味、
吃了容易胀气的食品都不能选
用，食品还要方便机上二次加
热，种种限制导致可选余地较
小。“未来山航还将不断把更多
鲁菜送上高空，弘扬传播齐鲁传
统文化。”

本报济南9月20日讯(记者
廖雯颖) 从省环保厅获悉，备

受关注的小清河流域污染反弹趋
势，经过治理，目前已得到初步遏
制。8月份COD和氨氮平均浓度
较今年1—5月分别下降13 . 5%和
54 . 9%。

8月份小清河监测数据显示，
COD(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平均浓
度分别为26 . 3mg/L和1 . 34mg/
L，比去年同期分别改善8 . 8%和
23 . 7%。此前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曾公布，今年1—5月份小清河流
域呈现污染反弹趋势，COD和氨
氮 平 均 浓 度 达 3 0 . 4 m g / L 和
2 . 97mg/L，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
反弹5 . 4%和52 . 6%。8月份较1-5
月份，COD和氨氮平均浓度分别
下降13 . 5%和54 . 9%。

省环保厅工作人员表示，小
清河流域出现污染反弹主要原因
系少数企业违法排污行为明显增
加，部分地区污水直排问题较为
突出。对此，省环保厅组织开展了
小清河流域污染反弹专题调研，
制定了一系列遏制污染反弹的对
策措施。结合每月突出环境问题，
对重点区域进行独立调查，每季
度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严打环境
违法行为。每月通报解决污水直
排问题的工作进展，开展全省城
市(含县城)建成区污水直排环境

“随手拍”活动，充分发挥公众和
媒体监督作用，督促有关市加快
工作进度。

本报济南9月20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段德咏 王志
梁 ) 记者了解到，日前，山东省
已全面启动“彩虹蓝天”电能替代
工程，通过推广热泵、电采暖等举
措实现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从而
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根据计划，

“十二五”期间将实现替代电量90
亿千瓦时。

近年来，以西部清洁电支撑
东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西电东输”
用电格局初步形成，不仅解决了
东部的缺电问题，更缓解了煤炭
大规模东送的交通压力。为了推
进我省节能减排，山东电力成立
专门组织机构，全面启动“彩虹蓝
天”电能替代工程。

未来，山东省电力公司将在
全省建筑、商业、工农业生产等领
域全面推广电锅炉、双蓄空调等
电能替代技术，推动智能充换电
服务网络和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在公交、环卫和出租等领域进行
电动汽车示范运营，同时进一步
提升居民生活电气化水平。

据悉，下一步，山东电力将在
济南、青岛、威海等重点城市优先
实施一批电采暖替代燃煤锅炉的
示范工程，在济南、潍坊等试点城
市商业建筑集中区域推广蓄冷
(热)项目，示范建设大型集中供
冷(热)站，在淄博推广电窑炉代
替煤窑炉烧制陶瓷技术。

小清河流域污染

反弹趋势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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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替代工程

“永不毕业”学员占名额，“9年强制毕业”难实施

老老年年大大学学报报名名者者六六成成被被拒拒
本报济南9月20日讯(记者 张榕博)

17日，我国第一家老年大学——— 山东老
年大学迎来30岁生日，但想成为老年大学
的学员如今却越来越难。记者获悉，由于

“老”学员长期占据名额，老年大学每年仅
有四成报名者如愿入学，更多的老年人无
奈被拒之门外。对此校方表示，一直酝酿
的学员“9年强制毕业”的措施目前仍难实
施。

“在老年大学，一个学员有五六个学
位。”在山东老年大学30周年校庆日当天，
不少老学员都在细数自己学过的技艺。一
位1997年毕业的老学员毕老先生说，他现在
除了书法、绘画，还在学钢琴。记者了解到，
省老年大学目前有一个主校区、三个租赁
校区、三个分校和若干教学点，60个专业、
677个教学班，注册学员一万八千多人次。
随着教学科目不断增加，只增不减的学员
数量，却成了老年大学的一个“负担”。

山东老年大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
在老年大学里20多年没毕业的学员很多，
从年龄结构上看，70岁以上的老学员占了
20%以上，其中还有多位90多岁的老学
员。“学员们想学的东西太多，每年只有身
体条件不适合出门的学员才会主动‘毕
业’。”

对此，该校培训学院诗歌朗读班教师
王绍钟说，老年大学的办学资源其实非常
有限，老学员不退出，新学员就进不来，永
不毕业的学员已经挤占了公共资源。“比
如钢琴班，就十七架钢琴，老学员一直学，
怎么可能进新人呢？”

“去年12月底报名的时候，老年人为
了能挤进老年大学，又彻夜排队了。”山东
老年大学工作人员薛明告诉记者，由于新
学员的名额太少，可能半小时报名就满
了，很多老学员在冬天彻夜排队报名，工
作人员担心老人的身体，尽量满足他们的
需要。虽然老年大学没有限制招生，但每
年仅有40%的报名者能入学，六成报名者
无奈被拒之门外，只能继续等待。

校方表示，曾酝酿让学员们学满9年
后“强制毕业”，但考虑到老学员的感情，
这个举措始终没有实施。“现在老年大学
只能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了。”薛明表示。

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进了老年大学
不愿毕业？对此，山东老年大学教师王绍
钟告诉记者，在担任教师以前，他以为老
年大学的学员只是来消遣的。“但我来了
以后发现，这些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很高，
有的是求知识，有的是求健康，有的是求
乐子，有的是为了圆梦。”王绍钟老师说，
当年因为物质条件限制，一些怀揣音乐、
美术梦想的人只有到了退休才有机会接
触到这些，自然非常想学。

学员毕老先生说，现在退休的老人越
来越多，老年大学的招生“门槛”也低———
45周岁以上都可以入学，所以很多老人都
愿意到老年大学来充实生活。“很多老人
现在都是‘空巢老人’，有些人只能在老年
大学才有人跟他说说话，这里成了老年人
的精神寄托。”毕老先生说，很多老人找关
系也希望留下。“很多时候，下课了老人也
不想走，仍在继续交流。所以别说让他们
毕业了，放个暑假都非常难受。”

排队报名上老年大学。(资料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延伸调查

老年大学
成学员精神寄托

记者了解到，随着老年人口逐年
增多，现有的老年大学规模已经难于
满足需求。“我记得2011年学校的目标
是全校学员突破万人，两年不到就已
经快2万人了。”老年大学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办学资质已经成为限制老年
大学发展的一个“瓶颈”。

记者了解到，山东老年大学创
建于1983年6月，是全国第一所老年
大学。据省老龄办介绍，目前我省17

市均有一所老年大学，下辖区县也
设有老年大学。学校最初主要面向离
退休老干部招生，近几年逐渐向社会
开放。

省老龄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我省老年人口接近1700万人，老
年人对学习的需求急剧膨胀，但老年
大学仍然是行政管理，既不是民营性
质，也不是一级社会组织，因此在办学
的灵活性上很难赶得上市场需求。

新闻分析

办学资质成老年大学扩容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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