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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很多多新新建建社社区区没没给给养养老老留留地地
老年公寓难入社区规划，街道办正在为宣慈居找新地方

本报青岛3月22日讯(记者 蓝
娜娜) 21日，青岛世园执委会发布
消息，目前园区基础设施、场馆建设
均已完成，展陈布置正在进行。4月1

日，园区将进行空载试运行，4月5日
至13日，将有6天时间对园区进行3

万至12万人数不等的压力测试。
“园区试运行主要分为5个阶

段，主要是联动调试、培训演练、模
拟体验、压力测试和集中整改。其
中，4月1日，园区将进行空载试运
行，自4月5日起，园区将分批组织压
力测试。”青岛世园执委会副秘书长
杜本好说，园区压力测试共计6天，
其中，4月5日和6日，压力测试入园
人数规划3万人；4月9日和10日，压
力测试入园人数规划5万人；4月12

日和13日，压力测试入园人数分别
规划为8万人和12万人。测试游客主
要由各区市组织的人员、园区建设
者、志愿者代表、市民代表等组成。

4月25日，2014青岛世园会将正
式开园纳客。

青岛世园会

下月开始试运行

本报济宁3月22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路笃书 ) 济宁将对
全市范围内的低保、五保、特困职
工、优抚对象、重度残疾等困难家
庭的尿毒症患者实施专项救助。首
次透析的患者，免除血液透析费等
全部医疗费用；住院治疗患者，在
享受新农合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后，剩余的医疗费给予40%至
60%的救助。

据了解，全市范围内的低保、
五保、特困职工、优抚对象、重度残
疾等困难家庭的尿毒症患者均可
通过所在县市区慈善总会申请困
难家庭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费用
减免示范救助。该项目将依托中央
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范项目专项
资金和“济宁慈善鲁抗医院肾病救
助基金”，为尿毒症患者提供血液
透析费用减免救助。

济宁尿毒症患者

报销后还可享救助

位于拆迁工地中的老年公寓成“孤岛”。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高晴

正规老年公寓却建在违章房里

“我们只是想继续干老年
公寓。”22日，宣慈居老年公寓
负责人冷女士向记者坦言，虽
然街道办和拆迁办曾为她找
了几处公寓用房，但作为养老
处所有缺陷，这是老年公寓迟
迟未搬迁的主要原因。

2003年，冷女士通过在自
己房屋上搭建自建房和违章
房建立了社区第一个老年公
寓，也是唯一的老年公寓。宣
慈居虽然产权存在争议，但成

为市级民政部门认可的正规
老年公寓。

冷女士说，十年来，周边
大片棚户区已建成多个大型
住宅小区，但宣慈居老年公寓
仍是这里唯一的老年公寓。对
此，公寓所在道德街街道办事
处书记周谊表示认同。他说，
辖区养老场所确实是一个“空
白”。“如果没有宣慈居了，社
区 就 真 没 有 一 个 老 年 公 寓
了。”

社区越建越好，养老却没场所

没有合适的养老用房，那
么能否在社区新建一处养老场
所呢？2010年到任的周谊发现，
整个社区2008年规划时就没有
规划老年公寓，如今虽然高楼
林立，但仍没有老年公寓的规
划。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政府没有强制规定，但
是新建社区按照要求也应配建
不同规模的老年公寓，满足老

龄化社会需要。去年我省专项
拨付的养老用地指标，不少都
闲置了。“新建养老设施牵涉规
划，不是想建就能建，很多大型
城区都没有给养老留地。”省民
政厅这位负责人无奈地说。

周谊表示，经过街道办多
方协调，争取在社区内找一处
基本满足养老场所要求的用
房为宣慈居搬迁做准备，冷女
士表示愿意重新考虑。

“孤岛”老年公寓

一个违章房建设起来的老年公寓，竟是一个社区唯一“合法”的养老去处，这一问
题如今已影响新的社区发展。本报21日A06版曾报道济南市宣慈居老年公寓因迁建无
合适着落，成为“孤岛”，在工地撑了六年。22日，记者获悉，拆迁方与老年公寓有望通
过协商找到公寓迁建的合适办法，但社区规划养老院却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

公寓的老人都已经搬走，只剩下103岁的郑桂芳老人。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我我省省严严控控集集体体聚聚集集性性发发病病
推动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本报济南3月22日讯(见习
记者 陈晓丽 ) 21日上午，
2014年全省疾病控制暨爱国
卫生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
提出，2014年进一步完善疫情
会商通报和联防联控机制，严
格控制集体单位聚集性发病，
确保结核、性病、流感等重点
传染病疫情平稳。

2013年山东全省重点传

染病疫情稳中有降，未发生重
点传染病暴发流行，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防控水平显著提升，
并创建了9个省级慢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死因监测工作覆盖
全省所有县(市、区)。

2014年全省疾病控制和
爱国卫生工作将以深化医改
为中心，紧紧围绕重大疾病

“十二五”规划目标，重点做好

7项工作：完善疫情会商通报
和联防联控机制，严格控制集
体单位聚集性发病；积极探索
艾滋病防治新机制；实施“预
防接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进一步加强第二类疫苗使用
管理，做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处置；积极推动慢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力争将减盐防控
高血压、癌症早诊早治、脑卒

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慢病
监测等项目打造成为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精品工程；加强地
方病和寄生虫病病情监测与
防治；大力加强基层精神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规范精神疾病
诊疗服务，启动基层医务人员
增加精神科执业范围培训试
点；开展健康城市和健康“细
胞”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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