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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从9月3日起，潍坊市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调
整，其中备受市民关注的车用天然气价格每立方
米上调0 . 3元。紧接着，城区客运出租车开始征收
燃料附加费0 . 5元。9月15日，城区大部分出租车已
开始征收燃料附加费。针对开始征收的燃料附加
费，大部分市民表示理解，但也有部分市民认为，
司机的营运成本不该转嫁到市民身上。

城区出租车开收燃料附加费

“请主动支付燃料附加费每乘次0 . 5元，下车
时请带好您的行李物品。”9月15日，出租车司机
王师傅车内副驾驶位置，张贴了这样一则收费提
示语。王师傅说，13日下午自己从公司领了发票
和标示后，就可以收燃料附加费了。

“潍坊市城区出租车有2221辆，全部以天然
气为主要燃料。”潍坊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此次征收燃料附加费主要是由于天
然气价格上调造成的。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天然
气价格的通知》，为疏导价格矛盾，确保车用天然
气正常供应,根据国家发改委、省物价局有关价格
政策规定，决定对潍坊市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进
行调整。自9月3日起，潍坊市辖区内车用天然气
销售价格每立方米由4 . 30元调整为4 . 60元。

针对此次天然气价格上调，出租车燃料成本
相对上升。经过市政府同意，自9月5日起，潍坊市
城区出租车开始征收燃料附加费。燃料附加费按
乘次收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之外加收，每乘次
0 . 5元。政策下来后，由于印制发票及标示需要一
段时间，直到10日，领到发票及标示的出租车司
机才陆续开始征收。截至9月15日，城区大部分出
租车已开始征收相关费用。

成本不该转嫁给消费者

“在市里跑，我一个白班用20多立方米天然
气，每立方米涨了0 . 3元，每个月就要多掏200元左
右。”刚接到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消息时，出租车司
机李师傅一边算账，一边摇头叹气，担心自己的
钱越赚越少。

“现在征收燃料附加费后，一名乘客多收0 . 5
元，一个白天差不多能拉20多名乘客，这样算来，
不仅能抵消因天然气价格上涨而增多的支出，每
个月还能多赚100多元呢。”李师傅说，征收燃料
附加费后，不但没赔钱反而赚了钱，大家都挺高

兴的。同时，李师傅表示，因为按人头计算，征收
附加费后，远路的活并不合算。

针对开始征收的燃料附加费，大部分市民表
示理解，认为天然气价格上涨，出租车运营成本
也相应提高，涨价也是应该的。但也有部分市民
认为司机的营运成本不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虽然上涨了0 . 5元不算多，但每次天然气涨价都
让市民买单，积少成多就感觉多了。”市民郭女士
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天然气上涨增加的成本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政府以及相关企业也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比如加大政府补贴力度，适当减少出
租车每月上交的“份子钱”等。

出租车价格全省较低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今年潍坊市第二次调
整出租车价格。而在两次调价之前，潍坊已近十
年未调整过起步价，只是在后来，由于燃料价格
上涨，开始征收燃料附加费。

“近十年没调整起步价，天然气价格却不断攀
升，光去年下半年就涨了0 . 5元，加上公共自行车顶
得出租车生意不好，当时还引发了出租车司机集体
上访。”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说，今年2月份潍坊首次
调整了近十年未调整的起步价，由6 . 00元/3公里调

为7 . 00元/3公里，并取消了之前在起步价中一直征
收的燃料附加费。虽然如此，但司机们每月上交给
公司的管理费也相应涨了100元。

时隔半年，出租车价格再次上涨，燃料附加
费再收，让潍坊市起步价达到7 . 5元。即便如此，
潍坊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相比省
内其他部分城市而言，潍坊出租车价格在全省仍
处于较低水平。据介绍，威海的出租车起步价为8
元，淄博7 . 5元，枣庄每2公里6元，青岛、济南等地
出租车起步价都要高于潍坊不少。而且，由于天
然气价格上涨，不少城市也在酝酿征收0 . 5元燃
料附加费。

潍坊城区出租车开收燃料附加费
部分市民认为司机的运营成本不该转嫁给消费者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伟利

9月5日，记者来到潍坊市潍城区于河实验中
学采访时，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在进行军训。校长
刘全树告诉记者，等军训结束后，就会组织学生
分批到学校自建的农俗器具博物馆参观。

说起农俗器具博物馆，刘全树坦言，这也是
一个突发奇想。于河街道地处潍坊郊区，城镇化、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老一辈人使用的生产
工具、生活用具如犁、石磨、煤油灯等都慢慢退出
了历史舞台。

为了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怀，让他们在科技发
达、生活便利的今天能了解过去老一辈人生活的
不易，体谅他们生产生活环境的艰辛，更加珍惜
当下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于河实验中学组织学
生利用寒暑假到村里搜集那些被渐渐尘封起来
的农俗器具，了解它们的用途功能、使用方法。

“在搜集和了解的过程中，孩子跟家人能更多地
沟通交流，学会理解和感恩，学会热爱劳动、热爱
生活，这是我的初衷。2010暑假开始组织这项活

动，没想到学生、家长非常积极，连学校老师都跟
着一起参与了。”刘全树说。

2010年秋季开学，学生、家长就带着家里搜寻到
的煤油灯、瓮、锄、梆子等器具到学校。“我们将其分
门别类，形成了生活用具、生产农具、收获用具、木
匠用具、纺织工具、运输工具等，并在器具上标注好
学生信息，集中到一间校舍里陈列好，农俗器具博
物馆就这样建成了。”刘全树介绍。

2010年春天，于河街道陈平村村民刘全月家
里翻盖新房，老屋里的大磨盘没有地方摆放，扔
了又可惜。“正好孩子回来说学校在搞这么个活
动，我就寻思，磨盘放在家里用不上，闲置着又占
地方，放到学校农俗器具博物馆的话，家里少了
个占地儿的物件，还能让孩子们多了解旧时的生
活，并能在学校里完好地保存下去。”刘全月说。
秋季一开学，刘全月就开车把磨盘送到了学校。

初三1班的李文婷从爷爷奶奶家的院子里翻
出了旧时用的煤油灯。“爷爷告诉我以前没有电
灯，蜡烛又很贵，就用煤油灯来照明，那时生活的
艰辛可想而知。”李文婷说。

初三1班的李冉从姥姥家院墙的破洞里找到了

盛水的一个瓮。她告诉记者，瓮是姥姥以前下地干
活时用来盛喝的开水，上面的瓶口可以用玉米棒芯
堵住，这样水就漏不出来。“现在看来这个用具很老
土很不卫生，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生活的。虽然搜
寻的过程很简单，却是一个感悟生活的过程。以后，
我还会继续寻找一些老器具。”李冉说。

于河实验中学政教主任王效科告诉记者，在
搜集农俗器具过程中，学生听老一辈人讲述用途
讲故事，搜集后，分类摆放到学校的农俗器具博
物馆，定期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听讲解，学会感恩
父母，也更加热爱现在的生活。“以前，很多学生
吃饭都不知道节俭，这个活动开展以后，孩子们
都很自觉，吃不完的馒头两个人掰开吃。这个活
动还调动了家长、教职工的积极性，可以说是全
校师生以及家长的总动员。”王效科说。

刘全树告诉记者，如今活动已经开展到第五
个年头，农俗器具博物馆里已经有200多件农俗
器具。“由于空间有限，个别形体较大的器具也没
有办法收集，例如有个学生家里有架马车，我们
摆放不开就舍弃了。下一步，我们打算再扩展几
个房间，把这个活动一直办下去。”刘全树说。

潍城区于河实验中学建起农俗器具博物馆，学生在搜集、寻找、参观过程中———

体悟生活 传承文化

□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董 超 报道
本报临朐讯 9月21日，中国（临朐）第七

届观赏石展销博览会开幕式在临朐奇石文化城举
行，来自湖北、安徽、辽宁、福建等十几个省市
的200多家奇石展销商前来参会。此次博览会为
期15天，其间推出红丝砚精品联展和名品精品展
等多项活动。

临朐作为“中国观赏石之乡”、“中国红丝
砚产业基地”，红丝石、五彩石等观赏石资源丰
富。近年来，这个县不断挖掘观赏石产业潜力，
扩大赏石产业经营规模，壮大从业队伍，并举办
了集加工、展销、拍卖、石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
型专业博览会，逐渐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
经营格局。目前，全县从事观赏石开采、加工、
运输、销售的专业户达6000余户，从业人数3万
多人，年经营额达12亿元。

□通讯员 王海瑶 孙治国 报道
本报安丘讯 “我身体不好去卫生室不

太方便，自从签了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协议，
我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贾医生一天来我们
家两三趟，有时实在来不了，也要打个电话
问问情况。”9月16日，安丘市大盛镇东石
崖子村村民赵金花告诉记者。她说的贾医
生，是指与她家签订医疗服务协议的安丘市
大盛镇东石崖子社区卫生室医生贾兆兴。

不仅在东石崖子村，如今安丘市绝大多
数家庭都有“家庭医生”，目前该市各级医
疗服务机构共与21 . 28万户家庭签订了服务
协议，签约率达94 . 71%，其中，高血压、糖
尿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签约率均为100%。

“开展签约服务，就是建立社区医生和
居民契约服务关系，上门为病人服务。除了
提供便捷的保健服务，还能让大夫成为村里
老少爷们的朋友。”安丘市卫生局党委委员
李茂森介绍。2012年10月份以来，安丘作为
我省乡村医生签约服务重点联系县，开始推
行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以家庭为单位，
力争让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常年享受医疗保健服务。

根据安丘市签约医生与村民签订的服务
协议，签约家庭可免费享受建立健康档案、
进行健康检查和评估、接受健康咨询等服
务，而作为签约医生的重点服务人群，除了
能享受及时上门服务外，还能享受每年一次
的免费体检，每年不少于4次的健康咨询和
分类指导服务以及由责任医生通过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转往上级帮扶医院，优先安排挂
号、检查、住院等服务。

21 . 28万户家庭

签订医疗服务协议

安丘九成家庭

有了“家庭医生”

观赏石展销博览会

临朐开幕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张志明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部门获悉，自9月15日起，全面启用
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即2014版往来港澳通
行证)。成人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延
长为10年，对未满16周岁的仍签发5年有效
通行证。

据介绍，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内部嵌有
非接触式集成电路芯片，存储持证人个人资
料及证件、签注签发管理信息，采用成熟的
数字安全防伪机制进行保护，印制过程中还
使用了多项物理防伪技术，防伪能力明显增
强。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启用后，往来港澳
签注不再采取贴纸的方式，而是直接打印在
证件背面(可以重复擦写)。内地和港澳地区
口岸查验部门查验时，不再加盖验讫章，签
注使用情况由计算机信息系统记录管理。电
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启用后，仍在有效期内的
现行往来港澳通行证(本式)及往来港澳签注
(贴纸式)可以继续使用。持用本式往来港澳
通行证的，可以继续申请贴纸式往来港澳签
注，也可以申请换发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

电子往来

港澳通行证启用

□王继林 报道
近日，为解决辖区内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看管以及家长下班晚子女无处可去的问题，青州市云门山街道辖区内十多所学学校设立了“编外

课堂”，根据学生的爱好成立了兴趣小组，由义工老师专门辅导看管，同时学校的微机教室、图书室也向他们开放，音音乐、体育等器材可以
无偿使用，为放学后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正规安全的学习娱乐课堂，深受社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欢迎。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 硕

9月11日，谭德胜早早地来到潍坊市奎文区
北宫东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始了他一天的工
作。作为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负责人，谭德胜
凭借着出色的医术和热心的服务，被社区居民所
熟知和信赖。更让社区居民称道的是，身患小儿
麻痹症只能借助双拐帮助行走的谭德胜，在日常
坐诊之余，还成立了一支爱心义诊义疗志愿服务
队，四年来开展义诊义疗活动近百次。

今年44岁的谭德胜是临朐县临朐镇衡里炉村
人，不幸身患小儿麻痹症。“由于身体的原因，中考
成绩虽然很好，但却没有通过体检，不能报考中专。
但我不甘心成为一名‘废人’，渴望当一名医生，最
后被当时的益都卫校破格录取为学校医师班的学
生。”谭德胜告诉记者，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了一名乡
村医生，1994年又去济南学习中医，学成后在潍坊
市区一家中医诊所谋得了一份工作。

2001年，在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谭德胜拿

出了家里所有积蓄，在潍坊市区开了一家属于自
己的诊所。2004年，谭德胜到奎文区圣荣小区开
了一家较大规模的诊所。2008年，谭德胜的诊所
通过卫生管理部门的相关验收后，挂牌为北宫东
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谭德胜告诉记者，在社区里面开办卫生服务
站，来看病拿药的多数是社区居民，“都是邻里街
坊，大家如此信任我们，我们更要坚守医德，因患诊
疗，对症用药，从不多开一份药，多要一分钱。”

63岁的秦海兰经常找谭德胜看病拿药，谈
起谭德胜时赞不绝口。“谭大夫医术好、医德
好，经常提醒我怎么用药，非常仔细和负责任，
我们邻里街坊都喜欢找他看病。”

实际上，随着与社区居民打交道增多，谭德
胜对经常光顾卫生服务站的老人们格外熟悉。

“由于提供了多年服务，对这些老人的病情都比
较了解，在用药、检查方面随时提醒他们，时刻关
注着他们的身体健康。”谭德胜说。

2011年，为了更好地开展诊疗服务和为社区
居民办好事，谭德胜专门成立了一支爱心义诊义

疗志愿服务队，就流行病的预防和诊治、慢性病
的预防和治疗、多发常见病的预防和诊疗等提供
免费咨询，免费为患者煎熬中药，提供用药提醒，
开展耳鼻喉、心脑血管等方面的健康检查，为行
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目前，爱心义诊服务队有志愿者20人，专业
医生4人，护士5人，四年来开展义诊义疗活动近
百次，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和一致好评。每年
开展的义诊活动也十分符合居民的需求，让居民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免费的检查服务。

社区居民郭庆波经常到谭德胜的卫生服务站
量血压。“我们找谭大夫瞧病放心，我来这里量血压
是免费的，还在这里建立了健康档案，来这里定期
检查身体。我的岳父和岳母，也在这里建立了健康
档案，定期在这里检查身体。”郭庆波说。

“我从上学开始，因为我的身体原因，同学们
都无私地帮助我。虽然我在学习中吃了不少苦
头，但是我的学医梦终于如愿以偿。我的诊所现
在成了社区服务站，享受一定的政策补助，我愿
为居民们更多地奉献自己的爱心。”谭德胜说。

身患小儿麻痹症，却不向命运低头；开展爱心义诊近百次———

谭德胜：医术好，医德更要好

于河实验中学的学生在参观农俗器具。

□张 鹏 吕光玉 报道
本报诸城讯 9月21日，2014中国（诸

城）大舜文化节暨明德·和融全国中国画名
家邀请展在诸城开幕。

本届大舜文化节自9月21日至10月7日，
重点突出群众参与，内容包括全国中国画名
家邀请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作品展、
中国书画精品展示交易会、中国诸城书画艺
术精品展、近当代中国书画名家收藏展等，
在诸城市博物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超然
台等5处地点展出书法、名画作品1100余
幅。同时，还在诸城部分社区演出以大舜孝
德为主题的新编诸城茂腔剧。

2014中国（诸城）

大舜文化节开幕

□张 鹏 李保华 报道
近年来，潍坊市审计局在对政府性投资

建设项目审计中，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投资项
目的资金使用效益情况，全力促进“突破滨
海开发，助推蓝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图为审计人员利用GPS等先进仪器，对
潍坊市连接“两城三区”的首座互通式开元
立交桥工程进行测量调查。

用专业仪器

“审计”立交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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