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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眼睛、治牙疼的治
疗费，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市政
协委员杨克忠说，“因为政策把
它们定义成美容整形，但事实
上，以眼睛为例，一个人接收外
来信息82 . 5%依靠眼睛，而且现
在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已经超过
50%，高中阶段90%的学生都戴
眼镜。可见眼睛的健康不单单是
一个形象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一方面将配
眼镜纳入医院眼科近视矫正范
围，此外，进一步规范眼镜店的
经营，允许合乎条件的眼镜店开
展散瞳验光，并用医保卡结算。”
杨克忠说，“因为不通过散瞳验
光配出来的眼镜极易出现误差，
对眼睛的健康保护非常不利，此
外，由于医保不能覆盖，很多人
选择去网上选购眼镜，那样配的
眼镜就更加不规范，最终还是影
响健康。”

除了这些方面，杨克忠还建
议，烟台要依托医学院资源培养
大批验光专业人才，因为现在熟
练掌握验光技术的一、二、三级
技师市场缺口非常大。此外，可
以将部分有实力的眼镜店整合
成为医院眼科的附属验光中心，
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医院眼科的
压力，也能为市民提供方便。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市政协委员杨克忠：

配眼镜的费用

能否纳入医保

煤煤炭炭价价格格降降了了，，暖暖气气费费咋咋不不降降
市政协委员徐金光提议，建立“煤炭、暖气费价格联动”机制

本报记者 柳斌

供暖几乎涉及城市的每
个家庭，随着煤炭价格不断走

低，供暖收费仍维持不变的问
题已引起广大市民关注。市政
协委员徐金光提出建议，建立
煤炭、暖气费价格联动机制，
让供暖收费更合理。

“不少市民提出疑问：煤
炭价格下降，供暖费为什么
维持不降？相关部门虽然给
出答复，但过于简单笼统，不
仅不能使提问者释疑，也难
以使广大关注者信服。”徐金
光说。

“现在煤炭价格已经回到
涨价前的水平，但供暖价格仍

维持煤炭价格高涨时的价格
而不下调，这令人匪夷所思。”
徐金光说，这也是众多市民对
今年供暖收费价格仍维持不
变质疑的原因。倘若今后煤炭
价格上涨，势必会导致新一轮
的供暖价格提价，这就给人形
成公共事业收费只涨不跌的
印象。

徐金光建议实行煤炭、暖
气费价格联动机制，该涨时就
涨，该降时就降。具体实施方
法及操作可参考柴油、汽油与
原油的价格联动方式。

治个感冒动辄五六百元，相信这
点市民颇有体会。市政协委员张金波
说，市民对中医的认知仍存有误区，其
实用中医治疗，花20元过3天就能治好
感冒。他认为，抑制“过度输液”、“看病
贵”，应适当发掘中药力量。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注射大国’。据统计：2009-2013年
我国医疗输液每年平均104亿瓶，
以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个中国人
8瓶，远远高于国际2 . 5-3 . 3瓶的平
均水平。”张金波说，输液过度，势
必造成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滥用会增加“药占比”，
既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经济和身
心负担，也有悖于医疗原则，导致
看病难、看病贵。“要解决这个问
题，其实中医大有可为。”张金波
说，很多人认为中药只适用于慢
病、调理，其实不然，像是感冒等症
状中医治疗只需要3天，花费也就
20元；但是西医治疗感冒需要7天，
花个五六百都是少的。

本报记者 宋佳

市政协委员张金波：

抑制“过度输液”

应发掘中药力量

烟烟台台六六区区亟亟需需统统一一供供水水
市政协常委梁辉提议，组建供水集团，保障用水安全

本报记者 宋佳

烟台市政协常委、民盟烟
台市委副主委梁辉认为，从省内
城市的供水体制看，烟台实现六
区集中统一供水势在必行。

“实现六区统一供水，有
诸多优势。”梁辉说，有利于现
有水资源的统筹科学利用，实
现统一规划、统一调配、合理

利用；打破六区供水管网各自
为政、交叉重叠的局面，实现
多水源保障的大供水保障体
系；可以有效避免重复投资、
重复建设造成的资金浪费；成
立供水集团，有利于提高供水
水质和服务水平。

为此，梁辉建议，尽早整
合六区供水机构，成立统一的
供水集团。“将目前国有的芝

罘区、开发区、牟平区的供水
公司融合，纳入集中统一管
理，建立起城市供水集团的基
本框架。”其次，对福山区和莱
山区集体和民营性质的供水
单位进行供水管网联接联通，
初步解决上述区域供水应急
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争取尽
快让市民喝上放心水，六区同
饮“一脉泉”。

“随着新农村建设，现在农
村的生活垃圾处理得到了很大
的改观，但还是有薄弱环节。”市
政协委员李德翔说，“首先是老
百姓随手丢垃圾的习惯没有进
一步改善，环保意识还不强；其
次是部分垃圾收集点布局不合
理；再就是由于各个地方发展情
况不同，没有一个集中的处理场
所。”

“为了保护农村的生态环
境，政府还是要在这方面加大公
共基础投入，建立更多的卫生设
施，合理布局。”李德翔说，更重
要的是，在老百姓中间广泛地宣
传环保知识，增强老百姓的环保
意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市政协委员李德翔：

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力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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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楼楼挂挂电电梯梯，，还还要要等等多多久久
市政协委员常黎明提议，在旧楼上装外挂电梯，以方便居家养老

这件提案是由烟台市政协
委员、烟台市120急救中心主任
常黎明提出的。他说：“近年来，
烟台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
止到2013年底，全市老年人口达
到 1 3 8万，占全市人口总数的
21%，老龄化程度居全省第二。到
202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5%。”

“就目前来看，公共养老资
源相对匮乏，居家养老必定是
首选。”常黎明说，现在老人多
经济独立，也不想牵扯儿女，更
希望自理养老，但他们多住在
老旧小区，年老体弱者居多，甚
至有老人身患疾病，上下楼出
行困难影响生活质量，爬楼成
为养老中的一大难题。

调研发现，全市老旧住宅
楼多为5、6层，上个世纪9 0年
代建造和临街住宅楼的一层
多是商用门面房或储藏室，住
户的楼层一般是从 2楼或是 2

楼半起始。这样，原有的6层住
宅楼实际为7层或以上。现在，
这部分住宅楼的住户多为中
老年人，上下楼成为他们生活
中感到最吃力的事。

“如果为改善生活环境，搬
迁到有电梯的新小区，对许多老
年人来说，无论经济方面还是个
人精力方面都已力不从心，如何
在原有基础上改造得更加便利
显得尤为重要。”常黎明说，我们
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

自2009年至2012年间，相继有辽
宁、北京、江苏等10多个省市印
发关于既有老式多层住宅增设
电梯的若干指导意见。

常黎明等多名政协委员建
议，相关部门要高度关注老旧
住宅安装外挂电梯的问题，结
合外地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
推进办法和管理制度；老旧住
宅安装外挂电梯要遵循业主
自愿，资金应以自筹为主、社
会其他资金为辅；要高度重视
老旧住宅安装外挂电梯的安
全性、适用性、经济性，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业
主负担；选择1-2个老旧小区当
作住宅安装外挂电梯的试点，

条件成熟后推广，逐步解决居
家老年人上下楼困难的问题。

常黎明还透露，在医疗急
救方面，老旧小区给急救人员
也出了很多难题，老人多发心
脑血管疾病，发病多较危急，
加上老旧楼道狭窄，医护人员
在搬运过程中困难重重，这些
问题大大延误了急救时机。在
烟台城区内，老旧小区很多，
可以说需求很旺盛。

老旧小区多层住宅加挂电
梯，仍面对很多现实问题，比
如，部门审批、资金筹备、邻里
协调。烟台实现老旧小区加挂
电梯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本报
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 张琪 宋佳

老龄化社会到来，老旧小区内老人上下楼不便成为居家养老的
一大障碍。本次政协会上，一件关于老旧小区内多层住宅楼安装外
挂电梯的提案由此而生。现实摆在眼前，外地开始试水，在老旧住宅
小区里安装电梯，烟台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6日下午，政协委员分小组讨论提案，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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