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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公立医院改革大幕2月1日正式拉开，试点启动

一个月效果如何？记者近日从即墨市卫生局获悉，即墨4家试点公立
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次均住院费用、药占比均下降，群众医药费用负
担进一步减轻。

“像常用的阿司匹林肠溶片，原来19元现在15元，还有的药一下
降了几十元钱，来买药的百姓明显多了。”即墨市人民医院医药科姜
璐说，每天经她手销售的药品总量从二十七八万元增长到三十五六万
元。即墨市卫生局副局长毛天训介绍，一个月来，4家试点医院的次
均门诊费用下降了27%，次均住院费降幅达7 . 24%。

从青岛全市来看，取消药品加成实施零差率销售，大约有1500多
种药物降价15%，8家试点医院药品年收入将减少7000多万元。

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经营压力加大了。以即墨市人民医
院为例，取消药品加成一个月，该院收入损失3 3 2 . 1万元，财政补
贴1 1 8万元加上医疗服务提价补偿1 1 9 . 8万元，仍然还有9 4 . 3万元
的缺口。

财政补贴的到位与否是制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成功的关键。
业内人士建议，在这方面还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财政投入长效机制，
并逐步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确保公立医院正常运行。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赵洪杰
实习生 张钊 通讯员 徐平

缺钱“憋坏”小城镇

兰陵，这个让人一听名字就心驰神往
的地方，像它地下的超大铁矿一样等待挖
掘。

初春的鲁南大地，春寒料峭，麦苗青
青。2月28日，记者刚到兰陵，镇长陈向营
就 径 直 将 我 们 带 到 了 两 处 新 建 的 墓
园——— 荀子墓园和萧望之墓园。原来的孤
墓荒丘变得松柏森森、堂庑俨然，陈向营
一路讲解兰陵的人文典故，了如指掌，语
带自豪。

兰陵，这片荀子劝学之地、萧氏郡望
之邦、李白醉卧之乡、金瓶梅开之园，从没
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走出尘封、唤客八方。
苍山县正在谋求复名兰陵县，兰陵镇也计
划在2015年完成兰陵古镇保护区、荀子文
化园等旅游开发，志在“融入大淮海，对接
台儿庄”。

“兰陵是一块宝地啊！地下矿好，有储
量16亿吨的超大铁矿；地上土好，去年省
农业厅测出了926 . 45公斤的临沂最高玉米
亩产。中间水好，能做美酒。论后劲，谁也
比不上兰陵！我们现在白加黑、五加二地
干，就是希望兰陵早点亮起来、推出去！”
陈向营激情满怀。

从荀子墓园去镇政府，短短的一段
路，记者看到了荀子文化园、兰陵中心中
学、兰陵美酒产业园、村镇银行、临商银
行、农村合作社办公楼等多个在建项目。
镇区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打出了2580元/平
米的售价。镇区四条环路已经成型，其间
12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处在起飞的前夜。

在镇政府门厅，今年的新建在建项目
列了整整两白板，共有34个，每个都跟了一
串有若干个零的投资数据。“自打2011年被
列为临沂市重点镇，两年来镇政府为基础
设施、社区建设、旅游开发共投了2 . 3个亿，
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陈向营说。

曾经，兰陵像我省绝大多数小城镇一
样，靠自我财力滚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陈向营说，兰陵中心中学以前只有
18个教学班，学生装不下，不得不去3个私
立学校花钱念书，这次要建成72个班。

镇上有个省级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先
期建设锦绣兰陵、书香苑、瑞福苑三个新
型社区，结果资金有限，建建停停。尤其是
瑞福苑，两三年也没盖好。直到今年春节
前国家农发行一笔2亿元的贷款注入，建
设立马提速，西标段13栋楼今年“五一”就
能入住。

当然，现在仍然“缺钱”。陈向营说，镇

上的东环路、南环路因为缺乏资金，路基
用了一年多，去年5月份才硬化。西环、北
环眼下还是路基，尚未硬化。

规划中的工业园区眼下还是一片空
地，要路没路，要电没电，客商来了直摇
头。荀子墓园、萧望之墓园投了4000万元，
却不可能卖票回本，只能是搭台造环境，
以图长远。

逼出来的融资平台

小城镇要做大做强，先得筑巢引凤。
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长期滞后的
底子上，百业待举，筑巢的钱“第一桶金”
从何而来？每一个创业之初的小城镇都面
临这样的困境。

“能让社会参与的尽量让社会参与，没
有商业价值的基础设施，只有政府投入了。
因为基建项目都是按进度付款，施工单位
还垫付了一部分。”提到钱的事，镇长陈向营
不像介绍兰陵文化那样自信满满了。

兰陵现有的项目中，吸引社会投资比
较成功的是兰陵美酒产业园、荀子文化
园。前者为兰陵酒厂投资4亿建设，后者为
北京一家投资商投资2亿元建设，这家公
司是苍山籍的一位在京成功人士帮助联
系到的。

但像荀子墓园、萧望之墓园这样的项
目，对全镇的文化底色彰显很重要，却因
为布局分散、规模小，也没法作为独立景
区卖票，没有商家对此感兴趣，只好镇政
府自己投资。镇上的路都是镇政府投的
资，南环、东环，加上配套管网、绿化，每条
路耗资2000万元。

镇长陈向营说，镇政府投入的城建资
金有四种来源：自身可用财力与上级财政
资金扶持、向上级各部门争取的专项资
金、借县财政的资金、自筹资金。记者分别
请人仔细地算了算。

按苍山县财政局的数据，去年，兰陵
镇的财政收入是9111万元。县财政局党组
成员王德学告诉记者，按以前的县乡财政
体制，这9111万元中，城建税、教育费附加
两项要交县财政，剩余部分扣除镇正常运
转支出(人员经费、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日
常办公、基础设施维修花费等，兰陵一年
约需4500万元)，若还有节余，县财政再按
5%—10%的比例上解，用于强弱镇之间的
平衡。这样下来，镇一年的可用财力就剩
下三四千万元，基本只够修两条路。

2011年、2012年，兰陵先后被列入临沂
市12个优先发展重点镇、省百个示范镇，
省、市、县财政每年各支持1000万元、500万
元、500万元。苍山县严格落实省市强镇扩权
政策，对兰陵镇域范围内的所有税收和非
税收入分文不取，每年又给镇增加财力约

1500万元。陈向营说，三项加起来，一年就多
出3500万元。可用财力一年顶过去两年。

上级各部门有专项资金，兰陵也积极
争取。眼下镇上正在筹建污水处理厂，在
争取支持；去年，从发改部门争取到小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600万元。

从县财政借款也是成为重点镇以后
的事，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陈向营算
了算，去年一共借了3笔，累计3300万元。

自筹资金这一块，2011年12月，由省国
资委批准，兰陵镇成立了我省首家乡镇级
国有独资投融资公司——— 临沂兰陵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首
批由镇政府现金出资1000万元。但正赶上国
家严控政府融资平台，平台资产也较少，目
前还处于准备阶段，尚未融到资。

又要借又要贷，咋偿还？陈向营说，兰
陵有矿，每年财政有稳定收入，预计未来铁
矿开发每年还会带来4亿元的稳定收入。

民企给国资担保

春节前，一笔2亿元的“巨资”救了兰陵
社区建设的急。但是这笔钱也来之不易。

这是苍山县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从
国家农发行贷下的低息贷款，专门用于兰
陵农民集中住房改造项目。前后历时两
年，动用了3家民营企业和一个担保公司
作担保。

县为镇融资，让人眼前一亮。但民企
给国资担保，和以前拧了个儿，记者还是
头一次听说。

王德学说，这两年，国家清理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政策越来越严。以前，政府贷
款只需要出个承诺书，承诺将来用哪一块
收入偿还就行；现在则要求平台必须实体
化运作，只能用房产、土地等实物作为抵
押，还得有经营行为。

县融资尚且如此难，镇更可以想见。
陈向营说，兰陵镇目前能注入兰陵建投公
司的资产，只有前几年“四镇合一”后，韩
塘乡、横山乡、艾曲小康试验区的闲置办
公房，总值约1000万元。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按照通用的乘数，这些抵押物只能贷
下500万—600万元的资金。

而且，真正的实体运作需要专门的经
营管理人才。镇党政办主任、党委秘书徐

平说，他们正在向县里争取人才。
扩大镇级财权靠县让利，而苍山的财

政并不宽裕。王德学说，现有的分税体
制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情况，县乡
财政普遍困难，呼吁省财政效法县对镇
的返还方式，在营业税等税种上加大对
县的返还力度甚至全额返还，进一步加
大转移支付的能力，更好地兑现沂蒙老
区中西部政策，增强县财政持续支持小
城镇的能力。

另外，对地方政府性融资平台，王
德学建议，国家在必要的风险防控前提下，
可适度放宽管控。对按要求改为实体性运
作的平台，至少不该再予政策歧视。而对政
府融资平台来说，如何将闲置的国有资产
运营起来，取得长期的收益，也须多动些脑
筋。如南昌市将所有政府资产都放到平台，
市场化、规范化运营，搞得风生水起。

探访手记
“矿多，安全生产压力大；处省界，计

生维稳压力大；重点镇，经济发展压力
大。”在兰陵，记者看到，镇政府工作人员
每天早晨7点调度，8点点名，年后至今一
天未休。

“乡镇政府应该做好规划、概念，吸引
有实力的风投公司、基金公司等市场资金
的进入，参与小城镇建设开发。”苍山县金
融办主任姜海涛建议。问题是，如何吸引？

在荀子墓前，一块“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石碑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也许
正是这块1977年所颁、落款“山东省革命
委员会”的石碑，让荀子墓没有像兰陵有
的名人墓一样被取土破坏。兰陵不仅是苍
山的兰陵，也是山东的兰陵。兰陵现在的
规划建设和未来的推广，仅凭一镇之力，
难免力不从心。他们要“融入大淮海，对接
台儿庄”，如何对接？可不可以对接“山水
圣人”？兰陵的历史文化保护开发能不能
纳入全省的大盘子通盘规划和推介？如果
这样，吸引力无疑会倍增。

苍山县用自己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为镇融资，也令人眼前一亮。平台级别越
高，融资能力越强，这也是一种“登高而
招”。

□张环泽 谢美慈 报道
本报枣庄3月24日讯 记者今天从台儿庄区政府获悉，中华文化

促进会、枣庄市政府与台湾中华两岸文化创意发展协会，就在枣庄
创建中华两岸旅游文化产业交流基地达成合作意向。

中华文化促进会旅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祥介绍，中华两岸
旅游文化产业交流基地，将以台湾小镇形态呈现，具体位置将建在
台儿庄古城国家文化产业园区内，设立两岸旅游文化名牌名家创意
区、两岸旅游文化商品纪念品展示区等五个功能区。

台湾小镇——— 中华两岸旅游文化产业交流基地的建设目标，是
将台儿庄古城与台湾小镇打造成中华两岸旅游文化的创意之都、交
流基地、产业园区，成为中华两岸旅游文化商品纪念品创意基地，
并形成中外旅游者首选低碳旅游胜地。

两岸旅游文化产业交流基地
落户台儿庄

我省首家镇级融资平台成立一年多还未“开张”———

镇里要“引凤” 急需筑巢钱
阅读提要

◆镇上有个省级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先期建设锦绣兰陵、书香
苑、瑞福苑三个新型社区，结果资
金有限，建建停停。

◆镇政府投入的城建资金有四
种来源：自身可用财力与上级财政
资金扶持、向上级各部门争取的专
项资金、借县财政的资金、自筹资
金。

◆兰陵先后被列入临沂市12个
优先发展重点镇、省百个示范镇，
省、市、县财政每年各支持1000万
元、500万元、500万元。

◆春节前，一笔2亿元的“巨
资”救了兰陵社区建设的急。这是
苍山县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从国家
农发行贷下的低息贷款，专门用于
兰陵农民集中住房改造项目。历时
两年，动用了3家民营企业和一个担
保公司作担保。

苍山县兰陵镇，地处鲁
苏两省的临沂、枣庄、徐州三
市交界处，辖114个村，人口
12 . 2万人，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主导产业“南膏(石膏)北
菜中酒东粮西铁”。2011年，
经省国资委批准，在我省第
一个建立起镇级融资平台。

城镇小记

□□制制图图 巩巩晓晓蕾蕾

探访小城镇突围之路②

青岛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实现“三降”

□记者 黄露玲 报道
本报济南3月24日讯 记者今天从济

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自3月2 7日
起，济南市将全面启动道路交通事故快处
快赔网格化服务工作，目前已确定28个快
处快赔服务点。今后在济南市发生轻微交
通事故，保险理赔员将在5分钟内赶到事
故现场快速处理，让道路不再因为事故而
拥堵。

每2公里就有一处快处快赔服务点。
为进一步提高理赔速度，缓解交通拥堵，
济南市依托公安交警的执法点或者各保险
公司服务点等场所，在市区轻微道路交通
事故多发区域设置了若干个道路交通事故
快处快赔服务点，构建网格化道路交通事
故快处快赔体系，建立道路交通事故“就近
处理，一站式解决”的快处快赔绿色通道。
记者了解到，快处快赔服务点设立后，将由

济南市保险系统以招标形式组织一支具有
定损资格的保险理赔员队伍，理赔员持有
理赔上岗证，统一佩戴快处快赔标识、统一
着装，专门负责一定区域内发生的轻微道
路交通事故车辆的定损及理赔工作。只要
事故车辆投保驻济各保险公司第三者机动
车强制保险，服务点理赔员可有权代理各
驻济保险公司进行处理。目前已通过招标，
各保险公司统一委托了两家公估公司负责
对轻微交通事故进行快处快赔现场查勘和
理赔处理。公估公司与各保险公司和交警
部门已完成全面对接工作，并进行了模拟
操作。

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点的设置
将由济南交警、市保险行业协会统一规划。
原则上在市区交通流量集中的主要路段，
每2公里范围内设置一处道路交通事故快
处快赔服务点。目前，全市已确定28个快处

快赔点，形成覆盖城区主要道路网格式的
快处快赔体系。

5 0 0元以下轻微交通事故可当场理
赔。根据快处快赔流程，一旦发生轻微交
通事故，当事驾驶员互查证件后应立即撤
离现场，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可直接向“122”电话报案，或向各自承
保保险公司报案。同时，当事人填写《事
故快速处理现场记录书》或手写案情，双
方签字或按要求双方互发短信确认。警方
和保险公司接报案后，对于新增设快处快
赔服务点直径2公里范围内，7：30—18：
30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通知最近的
快处快赔服务点理赔员5分钟赶到事故车
辆停放地点进行勘查处理，在10分钟内处
理完毕。各方损失均在500元以下的，理赔
员当场查勘、定损后，当场办理理赔手续；
若各方损失均在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理

赔员当场查勘后，需进一步核定损失的，告
知当事人于24小时内共同约定时间到快赔
中心处理。各保险公司在收到索赔材料后，
对于各方车辆损失均在5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的，1个工作日内履行赔偿义务，各方
车辆损失均超过2000元以上的，3个工作日
内履行赔偿义务。

夜间发生事故不适用快处快赔程序。
交警部门强调，以下几种情形不适用快处
快赔程序：机动车无有效号牌、无检验合
格标志、无保险标志的；驾驶人无有效机
动车驾驶证的；驾驶人饮酒、服用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当事人不
能自行移动车辆的；碰撞建筑物、公共设
施或者其他设施的；当事人对事实和成因
有争议的；在夜间1 9时至次日凌晨6时发
生的事故；未在本省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的事故。

济南新增28个快处快赔服务点
◆理赔员5分钟内赶到现场，10分钟内处理完毕 ◆500元以下轻微交通事故当场理赔

□通讯员 钱 杰 赵清华 记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南街村迁建到了秦皇河公园边上，东尚村安居房建

在国家级中海水利风景区旁，范集村建在沙河风景带上……滨州经济
开发区13个“城中村”搬迁改造，政府不与民争利，把安居房规划建
设在公园旁、风景带上，升值潜力大、居住环境好，把最好的位置让
给群众，安置村民一万多人。

秦皇河公园是开放式城市生态园林景观带，一期工程长3 . 6公
里，景观面积23万平方米。杜店街道南街村有516户1820口人，开始时
旧村改造一波三折，村民抵触情绪强烈。村干部和90个党员带头住进
了秦皇河公园旁的漂亮住房，再加上政府的2 . 8亿元补偿金按时发
放，一分不欠，眼热的村民们开始踊跃搬迁。去年8月底，全村分三
期搬迁完毕，今年12月将全部拿到新楼房的钥匙。

东尚村280户780口人，安居房规划在中海风景区的西岸，去年4
月起，开始一边搬迁，一边建设安居房，至今旧房已经拆完，楼房也
即将建成。范集村有434户1430口人，从去年10月份开始搬迁，至今只
剩下13户，4600万元补偿款全部到位，可腾出土地300亩，安居房工程
已经开始打桩。区管委会副主任崔新华说，全区13个“城中村”顺利
搬迁，关键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例如“房等人”的做法，先建
好安居房再搬迁，有的实行搬迁与建房同步进行的做法，还有的实行
早搬迁有奖、高层楼房与多层住房同价、规划图张榜公布让群众决策
等等。

城中村搬迁，群众怎么看？“拆除了旧房，换来了幸福。办好事
暖在咱心窝里！”大尚村村民尚文民说。他算了一笔账：拆除2所平
房，政府补偿资金90万元，他用这些钱以成本价购置楼房3套，剩余
12万元。南街村民胡光学8口人，不但换得3套楼房，还购置了2套经
营房，每年租金收入三四万元。他说：“太合算了，真是天上掉馅
饼！”

城中村改造，政府得到了什么？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姚和民说：
“城中村改造腾出的土地，可以综合利用，统一规划，群众的居住环
境改善了，整个城市功能提升了，城市越来越漂亮了！”

升值潜力大 居住环境好

滨州13个城中村
迁至公园旁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周少平 赵云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师德考核工作机制的

意见》的制度建设听证会在潍坊一中学术交流中心进行。这场听证会并
不是由潍坊市教育局直接组织的，而是由其委托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三方机构——— 潍坊创新教育政策研究院具体组织举办。

当前，政府部门要出台制度或下发文件，往往在行政系统内部运
行，科室起草，办公会研究，领导签发。但是，如今在潍坊市教育
局，只要是事关学生、教师、家长切身利益的事情，无论是规章制度
的出台，还是政策性文件的下发，都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听证程序，
让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规章制度的研究制定。这一模式被人们称为
“协商式管理”。

出席这次听证会的代表共有15人，其中有3名涉及高中、初中、
小学三个学段的校长代表， 6名教师代表既涉及高中（职业高
中）、初中、小学三个学段，又注重了城乡差别，还关注了老中
青三个年龄段及男女性别，另外还有来自三个学段的3名学生家长
代表，初中、高中学校的两名学生代表和代表社会人士的一名法
律工作者。听证会现场争论异常激烈，针对关键问题，代表们都
从其所在群体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意见将成为文件
修改完善的重要依据。

潍坊教育新政出台先“听证”

□王帅 报道
本报邹平讯 3月19日，邹平县长星集团员工薛炳禄在济南军区

总医院成功为上海一名5岁的白血病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今年25岁的薛炳禄是邹平县长山镇西街村人。2005年，他的父亲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因找不到合适的造血干细胞，一年后父亲去世。
为减轻家庭负担，2007年他到长星集团工作。

2008年，薛炳禄向县红十字会递交了志愿捐献造血干细胞报告。
2010年，他在鲁中职业学院采集现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
成为中华骨髓库一名志愿捐献者。今年2月份，薛炳禄接到中国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山东省分库的通知，称上海一名5岁的孩童
身患白血病，急需造血干细胞救治，通过检索配型，他与患者血
样正好相匹配。接到通知后，早有准备的薛炳禄，毫不犹豫地答应
下来。

薛炳禄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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