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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学学半半个个月月了了，，数数学学老老师师还还没没来来
郓城一乡镇中学被撤，200余名留守学生上学成了“混日子”

本报济南9月18日讯（记者
陈玮） 18日，由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及山东省老龄办主
办，山东省老年学学会承办的“全
国老年宜居环境和医养服务业高
峰论坛”在济南举行。省老龄办相
关负责人在论坛中发言，到2020
年，全省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
将达360万，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
得“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十分必
要。

医养结合，就是将养老机构
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的养老模
式。目前，山东省老年人口数量大
幅增加，到2020年，全省60岁以上
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200万，年均
增加近80万人；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将超过500万。发展“医养结合”
养老模式，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有效措施。

但是，“医养结合”却面临很
多问题。省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面
临用地难、贷款难、融资难的问
题，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
我省实现医保联网的“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51家，还有近一半的机
构医疗费用没有纳入医保支付，
大大增加了养老成本。

此外，人才也是制约“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据
统计。山东省养老机构从业人员
中，没有经过专业护理知识培训
的占85 . 8%，初中及以下低学历
的占45 . 8%。多数机构面临“招人
难、留人更难”的困境。

本报滨州9月18日讯（记者
王丽丽 通讯员 娄延峰） 9月
17日-19日，中国有色金属加工
工业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铝加工产业技术创新交流大
会在滨州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行
业大咖对铝加工行业技术创新、
转型升级进行了学术交流。预计
到“十三五”末，滨州铝产业产值
将达5000亿元，将成全国最大的
铝产品生产基地。

近年来，滨州市铝产业快速
发展，初步形成了“铝矿石—原
铝—工业铝型材—铝精深加工制
品”的全产业链条发展模式，成为
支柱产业。其中，魏桥创业集团电
解铝产能世界第一，创新集团铝
材加工能力全国第一。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记者
贾晓雪） 记者从枣庄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网站了解到，8月份，
枣庄市共打击非法行医案件18
起，其中15起为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开展的诊疗活动，
其中，枣庄市骨伤医院、山亭区妇
幼保健院、台儿庄区中医院因非
法行医被处罚。

山亭区新城仙台路7号的山
亭区妇幼保健院，经群众举报，在
今年7月6日的查处中，因使用三
名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开具处方
被查，罚款5000元。台儿庄区中医
院经群众举报，在今年5月15日的
查处中，因使用一名医师从事本
专业以外的诊疗活动而被市卫生
局罚款3000元。

据了解，非法行医存在许多
安全隐患，如错诊加重患者病情、
因不具备消毒条件造成疾病传
播、滥用抗生素或激素、错诊误诊
给患者造成心理伤害、使用假劣
医疗器械和药品、乱丢医疗废物
传播疾病等危害。

近日，郓城县唐庙
乡许多学生家长反映，
创办于1958年，时为唐
庙乡首所初级中学的
陈里长中学，两年前突
然撤走，并到规模小其
一半的唐庙二中。因周
边10余个村庄村民坚
持，学校虽被保留下
来，但这两年来，该校
教师陆续被调走，原有
宿舍不准入住，食堂

“熄火”。许多学生无奈
转学，目前仍有200余
名学生上课，却面临教
师严重不足问题，其中
初一学生自暑假开学，
就未见数学老师，只能
自习，“上学成了混日
子”。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念东

针对小学与中学对调、教
师人数不足、学生人数不断减
少等问题，记者来到郓城县唐
庙乡政府，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陈里长中学在名义上已经不存
在，已经合并到唐庙乡初级中
学（村民口中的唐庙二中）。

该负责人称，原在陈里长
中学西侧的唐庙中心小学被评

为省级规范化小学，要进行扩
建，因面积不足，所以跟占地面
积较大的陈里长中学调换。“由
于要建设操场、餐厅、宿舍等配
套设施，还需占用土地。”该负
责人称，所以将陈里长中学迁
入唐庙初级中学。但是遭到陈
里长村村民的反对，经多次协
调，才同意保留中学。目前，该

学校有初一、初二、初三共4个
班，配有24名老师。

而对于村民所反映的教师
人数严重不足，其中初一班没
有数学、信息等专业教师，该负
责人称，教授数学的老师已请
病假，何时恢复讲课，并不清
楚。

当记者提及唐庙初级中学

是否能够容纳陈里长中学所有
学生时，该负责人称，唐庙乡初
级中学目前无法满足，但是，校
方已经租好了土地，准备再建
教学楼以及其他相关设施。

17日15时许，记者电话联
系郓城县教育局，其工作人员
称，局长出差，对于记者所提出
的问题，他不清楚。

官方回应

中中学学迁迁并并是是给给省省级级规规范范化化小小学学让让路路
唐庙乡政府称陈里长中学名义上已不存在，原址用于小学扩建

至今，让学生家长想不明
白的是，有近60年历史的全乡
首所初级中学，为何要迁入规
模小的唐庙二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陈里长
中学与唐庙乡中心小学校址虽
已对调，但彼此的名字还未来
得及更正。此时，唐庙乡中心小
学的校园中已建起一幢崭新的
教学楼，而东侧的中学只有一
幢陈旧的二层楼房，对比鲜明。

“一所中学竟比不上一所小
学。”学生家长戏谑道。

陈里长中学因位置、环境、
师资等方面在当地很有名气，
升学率一直在全县名列前茅。

“我的孩子在郓城县城一所中学
上初三。”陈先生说，2013年，他的
孩子也是考入陈里长中学，但考
虑到没有老师、不能食宿等诸多
不便，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业，
只好转学至县城。明明家附近就

有中学，却要转学到县城。
记者在陈里长中学门口一

面墙上张贴的已经残缺的“喜
报”上看到：“2015年中考又创
新高，参考人数23人，600分以
上人数 9人，一中上线人数 7
人”。该“喜报”仍能看出中学的
辉煌，而如今，仍在该学校上学
的200余名学生不知道，他们的
名字还能否出现在陈里长中学
的喜报上。

据陈里长村的老人邓先
生介绍，陈里长中学原为建
于 1 9 5 8 年的郓城县第 1 3 中
学，在 1958 年至 1975 年为高
级中学，1976年，更改为初级
中学，是唐庙乡唯一一所初
级中学。而三屯中学、唐庙二
中 两 所 中 学 是 在 以 后 创 建
的，其东侧的唐庙乡中心小
学也是以后的事。

“当时学生吃住都在学校，
很方便。”学生家长们表示，
2013年9月份，在没有接到任何
告知的情况下，学生家长突然

接到通知，陈里长中学已被撤
走，而初一新生领取通知书时
才得知，原在该中学上学的陈
里长村、智垓、周庙等周边10余
个村庄的孩子都要到唐庙二中
上学。

家长们告诉记者，唐庙二
中不仅建校时间、占地面积少
于陈里长中学，并且，该校出门
不到10米便是339省道，邻近日
东高速231出口处，机动车流动
量很大，10余岁的孩子每天都
要骑自行车往返此路段，安全
难保障。

“最重要的是唐庙二中根
本无法容纳陈里长中学的学
生。”邓先生称，他们不愿意搬
入唐庙二中。

邓先生称，经过多次协商，
乡政府同意保留学校，但是从
2013年开始，原正在使用的宿
舍不准入住，食堂也关门了。

“由于学校不再提供食宿，学生
只能自行回家，附近的还好说，
家远的就很耽误学习。”并且，
近几年，陆续有教师被调离至
其他学校，这让本来教师资源
不足的中学雪上加霜。

郓城县唐庙乡陈里长村村
民谢先生告诉记者，他13岁的
孩子今年刚考入陈里长中学初
一，暑假开学已经半个多月，却
一直未见数学老师上课。按照
课程表上的安排，平均每天有2
节数学课，因没有老师，只能上
自习或学习其他课目。“若这样
继续下去，孩子数学这门功课
岂不是要耽误了？”他说。

17日，记者来到陈里长中
学，发现已被唐庙乡中心小学

“入住”。据附近村民讲，9月4日

开学不久，中学便与唐庙乡中
心小学对调，“中学搬进了小
学，小学搬进了中学。”对于为
何对调，该村民并不清楚。

随后，记者来到唐庙乡中
心小学原址，也就是现在的陈
里长中学。在初一年级的班里，
从课堂中张贴的课程表上看
到，周一至周四每天有2节数学
课，而据班上的学生讲，从9月4
日开学，就一直未见数学老师
上课，虽安排了数学课，却只能
上自习或者写其他课目的作

业。“不久前，学校的校长、教生
物的老师来暂代我们的数学
课。”“让教生物的来教数学，这
怎么合适？”对此，很多学生家
长不能接受。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
解到，该班级不仅数学课，课程
表中安排的美术、信息、地方课
目也一直未见老师讲课，学生
只能自习。在学校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称，初一的数学老师因
生病请假，何时能来，要咨询唐
庙二中。

原来升学率全县名列前茅，如今家长很担心

初一年级多门课程都没有老师教

学校师资本就不足，老师却又被陆续调走

我省养老从业人员

八成未经专业培训

滨州打造全国

最大铝产品基地

没有处方权

开具处方被查

▲陈里长中学与唐庙
乡中心小学校址已对调，
名字还未来得及改过来。

在原陈里长中学校
北门的墙面上，张贴着
2015年学生中考创新高的
“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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