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这些钱真是帮俺家大忙了，谢谢您。”
1月14日上午，寿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保窗口，
纪台镇的王先谷对精神卫生中心医保科主任刘
佳说。

2015年12月，王先谷的弟弟王鸣远在精神
卫生中心住院20天，住院总费用是4229元。“前
几天医疗保险给报销了2456元，今天这里又给
了重性精神病救助金1773元。这次，俺弟弟住院
治疗，俺家没花一分钱。”王先谷告诉记者。

据了解，王鸣远一直情绪低落，对什么都不
感兴趣，不愿与人交流，生气时病情会加重。因
为一点小事，王鸣远就会想到自杀。他曾经吃过
安眠药，喝过农药，幸亏抢救及时。后来家人将
王鸣远送到了寿光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
单美艳诊断其为严重的抑郁症。经过药物加心
理疏导的疗法，病人目前恢复良好。

2015年，寿光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出
资150万元，对全市住院重症精神病患者实行全
额补助，减轻其治疗费用负担，解决患者家庭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同年7月27日，寿光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民政局、寿光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关
于开展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住院医疗救助的实施
意见(试行)》的通知。

通知对救助费用明确规定，患者到定点医
院住院治疗产生的费用，采取“医保+救助”的
形式解决，出院时先由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报销，再由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报销，剩余住
院治疗费用给予全额医疗救助。

王鸣远是受益者之一。无独有偶，羊口镇的
孙华正患有癫痫所致精神障碍，2015年在寿光
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3个月，医疗总费用为
24579 . 08元，也全部得到报销。

刘佳办公桌上有两张报销所需准备材料的
详细说明。其中一张上写着：无民政救助的，自
备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寸照片，收款室发票复印
件、结算单复印件和费用明细复印件，诊断证明
以及住院病历首页。

“好多人不知道怎么准备材料，我们就准备
好明白纸，这样他们就清楚了。”刘佳说。

“政府关注弱势群体，出台了优惠的政策，
百姓负担小了。住上一年院，只花一个生活费即
可。该治疗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都来治疗了。”
寿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金玉说。

据了解，目前寿光市精神卫生中心有100多
位住院精神病人。去年，精神病人住院人次是
487人次。部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生活费也能
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稻田镇的李大龙在寿光
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生活总费用是3650元，在寿
光民政局报销了2445元。去年上半年，在民政局
报销生活费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是38人次，累
计报销金额23884元。

“政策非常好，有一点不方便的是，报销时
要民政、残联、社保挨个部门跑，要是能一个
窗口办公就好了。”王先谷说。（文中精神病
患者名字均为化名）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建周

1月15日，记者在寿光巨能热电厂脱硫、
脱硝改造现场了解到，该公司脱硫改造土建
已完成，脱硝改造已完成80%，总体改造进度
已达70%。

“改造完成后，烟气排放将达到天然气燃
气轮机组标准，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每立方米分别不高于5毫克、35毫克和
50毫克。”巨能热电厂企划部主任刘刚说。

“改造后，巨能热电厂烟气排放将是‘超低
排放’标准。”寿光市环保局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办公室副主任杨晓伟告诉记者，虽然国家、
山东省对“超低排放”没有硬性规定，但寿光超
前谋划，2015年出台了《燃煤机组超低排放三
年改造实施方案》，在全省县域率先全面启动
了现役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2015年，寿光空气治理取得明显效果。去
年寿光空气质量与2014年同期相比改善23天，
全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 . 5平均
浓度同比2014年同期分别改善32 . 39%、7 . 50%、
11 . 26%、7 . 87%。

据了解，巨能热电厂燃煤机组现在排放的
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每立方
米30毫克、200毫克和100毫克。“这已经达到国
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但我们从环境考虑，同时
也是响应政府号召，又投资1 . 5亿元进行改
造。”刘刚说，改造达标运行后，寿光市政府将
给予巨能热电厂930万元的奖补资金。

为促进企业的改造积极性，寿光财政将对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稳定达标运行的机组或
锅炉实施“以奖代补”。2016年和2017年，燃煤
机组每万千瓦分别奖励30万元和25万元，燃煤
锅炉每蒸吨分别奖励0 . 4万元和0 . 3万元。

“对污染物排放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排放
限值50%以上的企业，实行排污费减半核定计

收。”杨晓伟说，寿光市环保局还将帮助符合条
件的企业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据介绍，金太阳热电、默锐科技也启动了
超低排放改造。到2018年年底，寿光37台燃煤
机组将全部改造完毕。“改造完成后，与现行排
放标准相比，每年可削减烟尘868吨、二氧化硫
3464吨、氮氧化物2824吨。”杨晓伟说。

寿光联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石油加工过
程需要脱硫精制，而脱下的硫以酸性气的方式
进行回收。“原来的回收工艺是通过硫磺回收
装置进行处理，由于酸性气性质多变，量不稳
定，而硫磺回收工艺又相对落后，导致装置存
在运行不平稳、运行成本高、自动化程度低等
问题。”联盟化工总经理张学清说。

与此同时，联盟化工新建的碳四深加工装

置需要硫酸作为催化剂，同时副产的废酸需要
处理。

张学清说：“我们新上了一套酸性气湿法
回收装置，同时处理全厂酸性气和废酸，副产
硫酸，形成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闭合链条。”

联盟化工酸性气湿法采用的是奥地利的
一种硫氧化转化工艺。这种工艺能将全厂的酸
性气及废酸全部回收，然后通过1100摄氏度的
高温焚烧分解成二氧化硫和水，再经过2级转
化反应将二氧化硫转化成三氧化硫，最后经过
2级冷凝将三氧化硫和水冷凝成纯净的商品级
硫酸。同时，该工艺还通过热能综合利用副产
大量的蒸汽。目前，该工艺年处理酸性气等各
种废气1万吨，年处理废酸2 . 5万吨。

“虽然该装置总投资约1 . 1亿元，但既环保

又经济。”张学清说，通过副产商品和大量蒸
汽，每年创收2000多万元。

2015年，在整治空气异味污染战役中，寿
光完成27项整治空气异味污染任务，完成投资
4 . 2亿元。

寿光还先后开展了侯镇项目区环境集中
整治、城区空气质量百日集中整治等活动。侯
镇项目区有29个项目被关闭取缔，15个项目被
停产治理，30个项目限期治理。在城区，完成了
拆除燃煤锅炉、商混企业扬尘防治、露天烧烤
整治等12项综合整治任务。

1月13日晚，在寿光崔家烧烤城，记者没有
看到露天烧烤，也没有发现烧烤的烟气。据了
解，寿光所有的烧烤已全部进店。目前，寿光
134处烧烤摊点已全部整改完毕，其中更换为
无烟烧烤炉或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的81处，停业
53处。

此外，寿光去年推行的煤改气战役、淘汰
黄标车战役、防控城市扬尘污染战役和治理农
业面源污染战役，均取得预期效果。

2015年9月1日，潍坊驼王实业以6 . 77万元
的价格购买了巨能金玉米二氧化硫0 . 84吨和
氮氧化物2 . 54吨的5年排污权。

为切实解决环境容量饱和难题，促进企业
积极治污和主动减排，去年寿光制定出台了

《寿光市排污权交易试行办法》，搭建了交易信
息平台，启动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权交
易。目前，寿光已完成排污权交易7笔，交易金
额达124 . 99万元。

杨晓伟认为，排污权交易引导企业转变观
念，鼓励其通过市场手段获取减排量出让收
益。寿光规定，今后所有企业新上项目必须通
过排污权交易取得。

“通过排污权交易，购买排污权的企业能
够扩大再生产，出售排污权的企业可以获得资
金，以此促进企业主动减排，倒逼产业结构上
档升级。”寿光市环保局局长田太卿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向进

1月8日，在寿光市经济开发区小学，记者
看到，教学楼走廊内张贴着学生写的书法作
品，其中有张璨用毛笔写的楷书《春晓》。专职
书法教师郭绪忠认为，张璨的字工整有力，本
学期进步很大。

该校有3名专职书法教师，两间书法教室。
“有专门的书法课，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来学，
好的作品我们就在墙上展示。”郭绪忠说。

“学校进行校舍标准化建设。现在微机室、
书法室、多功能室、科学室、实践室、美术、音乐
等12个特色教室，都配齐了。”开发区小学校长
张文江说。

2015年，寿光校舍标准化建设工程开工建
设77处，完成投资5529万元。

多功能教学楼取代平房

记者在古城街道北洛小学看到，4层的教
学楼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据介绍，该教学楼将
配备高标准的多媒体教室系统、科学实验室、
微机教室、音乐、美术、舞蹈教室等。同时，该校
还将增建容纳300名学生使用的午休区。

北洛小学原来的校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建的平房，比较陈旧。“这座教学楼建成后，古
城街道的学校再也没有平房了。”古城街道教
办主任吉孟国说，古城连续3年进行校舍标准
化建设，所有校舍都进行了改造或新建。

孙家集街道乐义实验小学新建的教学楼
正在装修。“教学楼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春节
后孩子们就能在崭新的教室里读书了。”校长
孙汝华说，原来的小学教室都是平房。村民前
几年都住上楼房了，校舍还是这样简陋，已经
不能满足孩子们的求学需求。

2015年6月5日，寿光市政府和孙家集街道
共投资1000万元，在老校址的基础上改建一幢
2000平方米的教学楼。建成后的学校可容纳18
个教学班，800名学生。“新教学楼建成后，各种
功能教室齐全，让农村孩子也拥有和城里孩子
一样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孙汝华说。

近年来，寿光多渠道筹资改善办学条件，
本着“先急后缓、分层实施、全面推进、高质高
效”的原则，对全市农村中小学校舍进行了维
修改造，让农村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
改善。

特色教室都是专用教室

“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看清红绿灯指
示。”1月8日9点，古城小学交通安全教育体验室
内，教师张琴正给孩子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记者看到，体验室内除装有交通安全标识
电子屏外，还有汽车模拟驾驶器、多媒体显示
屏、电脑、自行车等。教学楼后面的通道按照交
通线设置，两条斑马线一侧各有一台红绿灯装
置。室内、室外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交通安全
体验教育体系。

“模拟驾驶感觉很逼真，开快了容易把握
不好方向盘。”四年级一班学生刘香丽说。

古城小学校长郑法军介绍，由于学校紧靠
公路，如果学生交通安全意识不到位，容易发
生事故，所以学校联系交警，设立了交通安全
教育体验室。

在2014年之前，古城小学没有专门的交通
安全体验室、心理咨询室、实践室。现在该校不
仅有音乐、舞蹈、美术、科学、综合实践、计算
机、书法等专用教室，还设有家委会、办学理事
会、心理咨询室、乡村少年宫、思想会客厅、少
先队活动室等。

“在硬件上，我们与市区的学校已经没有

差距。教学上，我们追求特色，有些项目甚至超
越了市里的学校。”郑法军说。

下雨天也可以上体育课了

寿光市经济开发区小学教学楼4楼，有一
个400多平方米的体育活动室。里面摆放着3张
乒乓球桌，还有毽子、跳绳、象棋、围棋等。张文
江说：“以前雨雪天气，体育课就上不成了。现
在不管什么天气，我们都可以上体育课。”

新建成不久的寿光市东城新区实验小学，
合并了寒桥、营子、韩中、月西4所小学。校长刘

汉文说：“现在音体美都有专业的教师，还有心
理咨询师、卫生保健员等。”

在古城初中，上体育课的学生在塑胶跑道
上跑步。“投资150万元，操场跑道从原来的柏
油地面变成塑胶跑道。这大大激发了学生和老
师们的锻炼热情。”古城初中校长刘永春告诉
记者。

吉孟国认为，设施完备的教室让孩子们有
了施展的空间，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下图：古城街道古城小学的同学们正在阅
览室选书、阅读。

□石如宽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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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对77处薄弱校舍进行标准化建设

农村学校和城里的一个样

启动超低排放改造 开展多项集中整治 试行排污权交易

去年寿光好天气同比多了23天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7日9点，寿光市稻田一中食堂蔬菜检
测室，检测员潘乐涛对生姜、甘蓝、西红柿
逐一取样，分别放在试管中，再拿到药物残
留检测仪器上进行检测。40分钟后，结果出
来了，生姜、甘蓝、西红柿的农残抑制率分
别是18 . 1%、3 . 8%、6%。国家规定，蔬菜农残
抑制率不超过50%即为合格。

“每样蔬菜进入食堂，必须经过检
测。”稻田一中校长宋泮泉说，“如果检测
到哪样蔬菜不合格，我们就会要求退掉，并
且惩罚供货商。”

2015年，寿光在全市各级各类共计221家
学校(含幼儿园)食堂，全部配备了农药残留
快检设备。

稻田一中食堂蔬菜检测室的隔壁是留样

室。记者看到，一台小冰箱内留着馒头、米
粥、鸡肉、土豆、西红柿等样品。1月6日11
点留样的馒头上有个标签，上面写着馒头制
作负责人的姓名。同一个时间点留样的200克
鸡肉，负责人是董全增。稻田一中食堂规
定，每一顿饭的每一项食品都要留样，样品
保留48小时。

宋泮泉说：“万一有学生吃了食物觉得
不舒服，我们随时可以追溯。”

学校食堂管理办公室内，张贴着安全宣
传知识、餐厨废弃物处理制度、食品原材料
检测质量程序、食堂门窗关闭制度、承诺制
度等。档案柜内，存放着健康档案材料、食
堂消毒记录等资料。

“食品安全坚决不能有问题，而不是出
了问题谁负责。”古城街道弥景苑幼儿园园
长郑素荣说。

在弥景苑幼儿园，供货商要想供货，必
须与该园签订安全责任书，留下身份证复印
件。

“在食品安全上永远没有面子一说。”
郑素荣说，“如果我们妥协了，掺杂了人情
面子，谁来为我买单？”

“不仅安全上一丝不苟，营养上我们追
求均衡，倡导科学饮食。”宋泮泉说，如每
人每天食盐不超过6克，荤素合理搭配等。

古城小学这学期将饭菜多样化作为重
点。“每周伙管室精心研究菜谱，对饭菜、
加餐进行合理调配，尽量让师生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古城小学校长郑法军说。

1月7日，记者看到弥景苑幼儿园贴在食
堂门口的食谱。早上双色米粥、红枣蛋糕。
中午是香酥油饼、排骨炖土豆和紫菜鸡蛋
汤。午点是150克的精肉火烧。“食谱一周一

公布，我们欢迎家长提出意见和建议。”弥
景苑幼儿园副园长郭金花说。

“因为饭菜质量好，幼儿园的孩子实现
了百分之百在学校就餐。有的家长说，在幼
儿园吃饭，胜过下馆子。”郑素荣说。

这学期，稻田一中食堂顶棚升级，原来
的泡沫板换掉，新安装了阻燃材料。食堂餐
厅内摆放着100张明亮的铁皮桌，可同时容纳
1000名学生吃饭。工作人员每周2次对食堂餐
厅进行巴斯消毒，蔬菜制作间按照周期进行
紫外线消毒等。

2015年1月，双王城牛头初中启用了新食
堂餐厅，厨具、消毒、降温、取暖设施俱
全，可容纳1100名学生同时就餐。

据了解，2015年寿光实施中小学食堂改
造提升工程，开工建设食堂餐厅25处，完成
投资2191万元。

食堂提档升级，在学校就餐胜过下馆子

重性精神病人

住院治疗全报销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月17日，寿光市文家街道

王家老庄村，村民王敬祥登上了12路公交车。
“以前乘车很不方便，我要不就走三四里路到潍
高路搭乘公交车，要不就搭乘过路车，费用高不
说，还很不方便。”王敬祥说，现在好了，只花2元
钱，在村东头就能坐上公交车，直接到市里。

12路公交车连接着寿光政务服务中心和王
家老村，全程20公里，票价2元，途经晨鸣国际大
酒店、美林花园、新华大酒店等30余个站点。

新公交线路的开通，不仅解决了王家老庄
村村民的出行问题，还给周边吕家村、韩家庄子
村及沿途村的村民带来了便利。据了解，王家老
庄村专门为12路公交车搭建了一个小型停车
场，为12路公交车驾驶员提供一间休息室。

“开通12路公交车，就是考虑到城区西北方
向一直以来是‘公交盲区’，百姓出行很不便。”
寿光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文
说，今年公司还将增加车辆、加开公交线路，逐
步消除城区公交盲区，同时对现有公交线路进
行优化调整，最大限度地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

寿光农村“公交盲区”

通了公交车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检

测中心了解到，1月11日至17日，寿光农产品物流
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26 . 12点，较上周123 . 73点
上涨2 . 39个百分点，价格指数平稳上扬。其中，周
价格定基指数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和甘蓝类，
涨幅分别是27%、10 . 5%；下跌明显的类别是茄果类
和瓜菜类，跌幅分别是6 . 5%、5 . 3%。

指数上扬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进入腊月，北
方省份蔬菜需求量明显扩大，市场购买力增强，菜
价向高价位攀升。二是南方地区多降雨天气，南方
产地货源收购价普遍上升，带动批发价格跟涨。三
是周末强冷空气来袭，令蔬菜的保鲜、储存成本增
加，助推菜价上行。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预测，本周受强冷空气
影响，各地气温下降，雨雪天气增多，加之春节临
近，市场蔬菜需求会持续增强，蔬菜价格指数将呈
现规律性上涨。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上周蔬菜价格指数

平稳上扬

●

▲

·民生篇

1月19日，寿光金太阳热电公司限产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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