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8月1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赵卫平

电话:18660496553 Email:dzrbytz@163 .com政经18

□记者 曲旭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中国海关公布了“2014

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烟台市以全国第24
名入围，在山东省内排名第二。2014年烟台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3240 . 7亿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
6 . 7%，已连续6年入围该榜单。

据了解，中国外贸百强城市评选由海关总署
完成，评选数据直接来源于海关统计数据，并综
合国民经济数据排定，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
性。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烟台市外贸进出口总
值为1358 . 2亿元。其中，出口748 . 5亿元，进口
609 . 7亿元。烟台市进出口值继续保持全省第二
位，占全省外贸总值的19 . 4%，比去年同期提高
1 . 8个百分点。其中，对韩贸易成为烟台外贸一
大亮点。今年上半年，烟台市对韩进出口337 . 4
亿元，同比增长8 . 1%，比同期全省对韩贸易增速
高8 . 6个百分点，占全省对韩贸易总值的35 . 3%，
居全省首位。

□刘明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烟台市消防支队近日部署开展

了“消防安全伴你行”活动，联合烟台机场公安
局、烟台港公安局，将印制的《乘机消防安全须
知》、《船舶消防安全须知》、消防安全提示桌
签及烟台消防官方微信二维码即时贴送进机场、
送上轮船，提醒乘客出行途中注意消防安全。

消防部门在机场候机楼登机牌发放处和客滚
船客运站检票口分别设置了消防宣传点，乘客在
换取登机牌、检票通过的时候可以领取一份消防
安全须知手册，供其在途中阅读学习。候机楼的
餐饮场所、候船厅的便民服务站摆放了多种多样
的消防宣传材料，小商业网点的LED屏滚动播放
消防安全常识，客滚船上的餐厅和每个客舱均摆
放了消防安全提示桌签。机场、客运站每天在人
流高峰期安排青年志愿者向乘客发放消防宣传彩
页，引导乘客关注烟台消防官方微信，主动学习
消防安全知识。

□ 本报记者 曲旭光 隋翔宇

烟台公交车虽然一直实行“分段计费”政
策，但长期以来执行并不严格，尤其在市中心
区芝罘和莱山，多数情况“默认”一元通票。
近期，烟台公交集团开始严格执行“分段计
费”政策，从而使市民产生烟台公交“涨价”
之感。

“分段计费”开始严格执行

从8月初开始，莱山区上班族梁沁雪就开
始特意准备5角的零钱。

“以前从我家到单位，坐53路都是一块
钱，现在涨到一块五。有的乘客路程更远，甚
至涨到两块钱了。”梁沁雪抱怨说，“一方面
是出行成本增加了，另一方面是零钱真的不好
找。”

烟台公交车票涨价了？烟台市公交集团的
答复是：并非涨价，只是开始严格执行“分段
计费”政策。

“烟台市的大部分公交车本来就是分段计
费，除了某些特殊单票制路线外，其他均为多
票制。”烟台市公交集团总经理助理兼运营稽
查处处长张春刚表示，“从2000年开始就是分
段计费的多票制了，只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
有执行。现在真正执行了，却被一些市民误以
为是涨价了。”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了解到，从2000年开
始，烟台公交车票价分为两种，一种为空调车
票价，一种为非空调车票价。空调车票价为：
21公里内为2元，每超过10公里增加1元；非空
调车规定，11公里以内为1元，每超过5公里增
加0 . 5元。

但长期以来，分段计费政策执行并不严
格。烟台公交车多数不配备售票员，政策执行
主要靠乘客自觉。“乘客对公里数很难有精确
概念，公交车上虽然有区间价目表，但仔细查
阅需要时间。现在执行主要靠司机询问。”梁
沁雪认为。

多年亏损倒逼创业？

“实际上，烟台公交车票价这15年来一直
处在较低水平，导致了公交车在赔本运行，即
使现在恢复多票制，票价收入也难以弭平运行
成本。”烟台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烟台公交集团共有78条线
路1380台公交车，运营里程超过9000公里，年
客运量达3亿人次。虽为国有公益性企业，但
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同样出现了
许多难以解决的尴尬问题，这些问题也倒逼着
公交公司的二次创业。

“其实落实多票制就是我们二次创业的一
个表现。”张春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购
置一辆燃气公交车需要70多万元，政府补贴12
万元，其余60万元左右都需要公交集团承担；
现在的燃气公交车确实比之前的燃油公交车在
燃料方面更便宜，但维修成本也更高了。
“2000年的时候，柴油2块钱每升，现在7块钱
都打不住，加上人力成本也不断增高。”张春

刚补充道，“这两年，我们公司的亏损平均在
9000万元以上。”

单纯指望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不行的，在今
年烟台公交集团的年中会议上，二次创业被提
上日程。张春刚表示：“一方面是第三产业一
定要稳住，车体广告、出租车业务和驾校收
入等是我们的收入支柱，‘三产扶持主业’
这一点还是要坚持；另一方面，就是公交车
要 严 格 执 行 规 定 票 价 ， 同 时 要 严 查 ‘ 假
证’。”

办一个假证只需20元钱

“近期就查获100多个假证。”烟台公交

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暗访假证市场发现，20元钱就可以办

到“现役军人证”“伤残军人证”“老年证”
“残疾人证”等各种减免公交车票的证件。这
些假证，全靠着公交司机肉眼辨认后报警处
理。

依靠公交司机打击假证只是“缓兵之
计”，制卡或许才是出路，这也是全国大多数
城市的选择。

今年的烟台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
出了推动公交车刷卡上车的议案。议案中提
出，符合免费乘车条件的乘客以刷卡替代展示
证件。“

烟台公交车票涨价了？
“分段计费”开始严格执行，“一元通票”成为历史

□记 者 杜晓妮 李 檬
通讯员 阎 婷 于竞飞 报道

本报海阳讯 “地雷战、麻雀战，土枪土
炮手榴弹，只要小鬼子敢出动，打得他们面朝
天！”8月13日，90岁的老兵孙纯秀在海阳市行
村镇西小滩村家中再次唱起了当年的战斗小
调。作为亲历地雷战的老兵，老人将作为抗战
支前模范代表，于9月3日，前往北京参加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阅兵纪念活动。

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阅兵纪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将为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或
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纪念章。听闻这一消息，耄耋老人的脸上堆起
了孩童般灿烂的笑容，“我已经几十年没去过
北京了，军功章我也有，这么高兴的日子我得
神气地戴着去。”说着，老人便颤巍巍地从自
己卧室里取出珍藏的功劳证和军功章。

1926年, 孙纯秀出生于海阳市行村镇西小
滩村。他14岁参加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探
听情报。1943年，地雷战已经在海阳广泛开展
起来，在抗日热潮的带动下，满怀报国之志的
孙纯秀加入了村里的民兵组织，决心为抗击日

寇、保卫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西小滩村地处海莱交界，三面平原，南与

黄海相望，距当时行村日伪据点5华里，是日
寇下乡扫荡、抢粮的必经之路。“那时，鬼子
经常强迫老百姓给他们修桥，我们就观察鬼子
监工白天站的位置，晚上偷偷埋上地雷，第二
天就把他们炸死了！”对于那段难忘的经历，
孙纯秀依然记忆犹新。

除了埋放地雷，孙纯秀还经常接到掩护百
姓转移的任务。“掩护转移的任务要比埋地雷
艰巨得多，为了保护老百姓，很多同志都是在
掩护的过程中牺牲的。”想起当年的战友，孙

纯秀的情绪有些激动。
他还与其他民兵一起，根据鬼子们的活动

规律，利用熟悉的地形在村里村外大摆地雷
阵，炸得敌人心惊胆战。自1943年秋天至1944
年春天，孙纯秀所在的五人民兵小组利用地雷
和自制的水雷多次炸敌和破坏敌人交通，共炸
死炸伤日伪军近40名。

1945年，孙纯秀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先后
经历了攻打莱阳、烟台、平度、谷庄、莱西、
夏谷庄、即墨，以及淮海战役、孟良崮战役、
渡江战役、解放福建等战斗近百次，并荣立三
等功两次、四等功一次。

■胶东人物

海阳九旬老兵受邀进京参加阅兵
14岁参加儿童团，亲身见证海阳地雷战

烟台市连续6年荣登

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消防支队开展

“消防安全伴你行”活动

□杜晓妮 陈诗涵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明星版传统经典大戏《状元

媒》将于今年10月登陆烟台。
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北京大

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烟台大剧院共同承办的
《状元媒》于金秋10月亮相港城，并特别邀请著
名马派表演艺术家杜鹏及其夫人著名张派表演艺
术家王蓉蓉同台表演。

明星版《状元媒》

将登陆烟台

图为莱山区一位市民上车时投币，新政策实行后，由于公交车自动售票并不找零，市民乘车时要备好5角钱。

□曹文兰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加强对创业者的跟踪辅导和

对拟创业者的指导帮助，日前，烟台市劳动就业
办公室组织举办创业论坛。36名拟创业者、92名
得到政策扶持已启动创业的创业者和78名来自各
行各业的优秀志愿导师组成的专家顾问团参加了
此次论坛。

会上，通过“点将”回答和随机回答的方
式，创业者就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管理、资金、技
术等难题向创业专家顾问团展开咨询，创业导师
们结合自身的经验积极为创业者们支招解难，累
计为创业者答疑解惑、提供有效指导意见68条。
这种面对面的对话交流，发挥集体智慧，为创业
者答疑解惑，提高创业存活率，从而提高小贷等
创业政策的社会效能；同时，现身说法和初创者
的成败案例，给拟创业者集中上了一堂活生生的
创业教育课，使他们更加理性地认识创业并做好
启动准备，尽快把创业意愿转化成创业行为。

举办创业论坛

为创业者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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