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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彦环政) 19日，记者从烟
台市环保局了解到，5月份，烟台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
三项改善，一项恶化，空气质量优良
率76 . 7%，同比上升15 . 4个百分点。5
月份，六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考核排
名依次为高新区、开发区、牟平区、莱
山区、福山区和芝罘区。

从四项主要污染物指标看，其
中：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为8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20%；细颗粒物
(PM2 . 5)平均浓度为25微克/立方
米，同比改善10 . 7%；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平均浓度为68微克/立方米，
同比改善2 . 9%；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28微克/立方米，同比恶化
16 . 7%。

根据《烟台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暂行办法》，5月份，六区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考核排名依次为高新区、
开发区、牟平区、莱山区、福山区和芝
罘区。八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考核
排名依次为招远市、长岛县、莱州市、

蓬莱市、海阳市、龙口市、莱阳市和栖
霞市。

从各县市区空气质量主要考核指
标现状情况看，二氧化硫(SO2)浓度现
状，莱山区六区排名第一，浓度最小，
海阳市在八县市排名第一；从二氧化
氮(NO2)浓度现状看，牟平区排名第
一，浓度最低，海阳市在八县市排名第
一；从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现状
看，高新区排名第一，海阳市在八县市
排名第一；从细颗粒物(PM2 . 5)浓度
现状看，芝罘区排名第一，海阳市在八
县市排名第一。

从各县市区空气质量主要考核
指标同比改善情况来看，莱山区二氧
化硫同比改善六区最好，高新区出现
恶化，六区改善最差；从二氧化氮同
比改善指标来看，六区均出现恶化，
其中莱山区恶化最严重；从可吸入颗
粒物(PM10)同比改善情况看，六区
排名依次为高新区、福山区、芝罘区、
牟平区、开发区、莱山区；从细颗粒物
(PM2 . 5)同比改善情况看，高新区改
善最好，居六区首位。

55月月份份烟烟台台空空气气质质量量优优良良率率7766..77%%
同比上升15.4个百分点，高新区综合考核六区第一

6月16日至17日，由烟台毓璜顶
医院主办，中华医学会肿瘤外科分
会胃肠肿瘤学组、烟台市医学会肿
瘤外科分会、烟台市抗癌协会协办
的“2018中日胃肠肿瘤治疗高峰论
坛”在烟台市成功召开。

日本岐阜大学医学部附属病
院院长吉田和弘教授，日本大阪医
科大学附属病院奥田准二教授，日
本红十字会福冈医院永井英司教
授，日本石川县立中央病院稻木纪
幸教授以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李国新教授，同济大学附属东方
医院宋纯教授，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姚力、郭丹教授，大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任双义教授，陆军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钱锋教授等国内外
胃肠肿瘤医学界大咖齐聚港城，与
毓璜顶医院的专家们共同交流与
分享了国际上胃肠肿瘤治疗领域
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成果，推动和促
进了烟台市胃肠肿瘤治疗水平的
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烟台毓璜顶医院全面开
展了各类型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
(MDT)、肿瘤微创治疗与功能重建、
内镜治疗、介入治疗、靶向与个体化
治疗、精准放疗等代表前沿发展方向
的特色技术。2017年全年开展各类恶
性肿瘤手术7994例次、肿瘤多学科综
合治疗2511例，内镜诊疗18122例，介
入诊疗21384例次、基因检测19569
例，惠及了胶东地区乃至省内外的肿
瘤患者。

毓璜顶医院先后派遣8人去日
本研修。胃肠外二科主任李刚曾在
日本研修、交流多年，在国内率先开
展了“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
术三角吻合”术式，引起了国内胃肠
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冯立民副主
任曾到日本岐阜大学医学部附属病
院学习腹腔镜技术，其“腹腔镜辅助
直肠癌根治术”在华中地区腹腔镜
大肠癌手术研讨会上获得一等奖。

宫向前副主任从德国研修归来后，
在国内领先开展了“腹腔镜下直肠
癌侧方淋巴结清扫术”。张华杰副主
任医师也曾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附
属病院进行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专
项研修，学习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的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腹腔镜
直肠癌括约肌间切除术(ISR手术)
和腹腔镜直肠癌侧方淋巴结清扫
术。

此外，传统手术距肛门7cm以内
的癌都要切除肛门，在腹部做人工
肛门排便，而毓璜顶医院李刚主任
团队的腹腔镜下结直肠癌根治术，
可为距肛门4cm左右的肿瘤病人保
留肛门，甚至能为部分距离肛门2-
3cm左右的肿瘤患者保留肛门，可谓
是达到了直肠癌的“终极保肛”治
疗。

会上进行了“青岛大学附属烟
台毓璜顶医院与日本岐阜大学医学
部附属病院友好医院缔结仪式”，并
聘请了日本腹腔镜胃癌、结直肠癌
手术治疗的倡导者、领军人物吉田
和弘教授、奥田准二教授以及国内
胃肠道肿瘤学界著名专家徐惠绵教
授、宋纯教授、李国新教授等作为毓
璜顶医院“客座教授”。根据协议，友
好医院缔结后，日本岐阜大学医学
部附属病院和烟台毓璜顶医院将在
临床、科研、教学、管理等领域展开
人才和技术交流，并约定每年在烟
台联合举办中日医学高峰论坛，同
时开通远程会诊。奥田准二教授、稻
木纪幸教授还办理了为期一年的临
时行医执照，这意味着只要有合适
的患者，两位教授可以来烟台与毓
璜顶医院的专家一起进行手术、交
流，让胶东地区的患者不出国门即
可享受国际顶尖的腹腔镜胃肠肿瘤
治疗。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有利于
烟台乃至胶东地区的肿瘤治疗水平
与国际一流技术接轨。(通讯员 成
修 肖宏)

22001188中中日日胃胃肠肠肿肿瘤瘤治治疗疗
高高峰峰论论坛坛在在烟烟台台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杜晓丹
通讯员 隋永见) 6月19日是第6个
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为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高救助管理工
作的透明度、公信力、满意度，烟台市
救助管理站开展了以“推进阳光救
助、履行兜底职责”为主题的“开放
日”活动。

据介绍，活动通过“请进来”和
“走出去”两种方式展开。活动前救
助站向社会公众发出邀请函，19日
上午，受邀的市民、合作单位、所驻
社区、曾接受救助者的家属等一行
人来到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对救助
对象的活动区、生活区和未成年人
保护中心各个功能室的情况进行实
地考察。

另外，活动当日分别在市区南大
街文化广场、烟台火车站广场分别设
立活动宣传点，展放救助管理工作宣

传看板，现场向广大市民发放救助宣
传资料、为有需求的广大市民免费量
血压。活动当日有近800人次参观咨
询，发放宣传资料687份、粽子和水
150余份、接回站内救助2人、为广大
市民免费量血压186人。

据了解，救助站的工作主要有求
助接待、登记查询、医疗救治、生活保
障、资助返乡、护送返乡、托管托养、
福利安置、殡葬服务。烟台市救助管
理站每年救助的人数接近3000人次，
70%以上是外地人，查清楚受助者的
信息后，自身有能力的资助其返乡，
像残疾人、未成年人要护送其返乡，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无法查到信息的
托养在福利机构。

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邵卓
晨介绍说：“6·19谐音是流浪就要救
助。我们救助站的工作不仅在这一
天，一年365天，每时每刻都会向遇到
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开放。”

烟烟台台救救助助站站举举行行开开放放日日活活动动
近800人次参观咨询

通通关关新新时时代代
近日，国家移民局向全社会公开承诺“中国公民通关等候办理边防检查的

时间不超过30分钟”，这是国家移民局自今年4月份正式挂牌成立以来首个庄严
承诺。烟台机场边检站针对端午假期客流高峰推出“设置中国公民专用通道”

“开足自助通道”“设置蓝色提示线”等4项举措，大大提高中国公民通关速度，不
超过30分钟即可通关。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王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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