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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芃芃 郭龙雪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根据《淄博市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管理办法》及《关于组织申报第十二批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的通知》(淄经信技字〔2016〕39号)要求，
经过企业申报、区县推荐、专家评审、公开公示等
程序，确定山东派力迪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38家
企业技术中心为淄博市第十二批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截至目前，淄博全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总数达
到216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40家。

淄博市新增38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记者 马景阳 程芃芃
通讯员 高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月7日，“寻找淄博味道———

媒体在行动”启动仪式在博山区举行。淄博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表示，这次活动既体现着
博山菜底蕴的深厚，也沿袭了鲁菜的辉煌；既有
传承优秀文化的光荣使命，也有联系群众服务大
众的民生责任。

博山是中国鲁菜名城、中国鲁菜发源地、中
国鲁菜烹饪之乡，这里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博山菜是鲁菜四大派系之一“鲁中派”
的代表，以其制作技艺精湛、鲜香可口、营养丰
富而为人称道。目前，博山区餐饮企业达到了
460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中国名菜、名点、名
小吃近百种，以文化为纽带与全市、全省、全
国、世界融合对接。博山区通过不断挖掘、传
承、创新，餐饮行业有了长足进步，培养起聚乐
村、翰林食府等餐饮名店，拥有“四四席”、酥
锅、豆腐箱等知名菜品。

“寻找淄博味道———

媒体在行动”启动

完善基层养老机构建设 探索智能养老、医养结合

多元化养老撑起幸福“夕阳红”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巨荣俊
本报实习生 马怡潇

17829公里管线监管存盲区

地下管线是指建设于地下的给水、排水、
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电视、交通信
号、工业等管道线缆和地下综合管廊以及相关
附属设施，是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据
统计，目前，淄博主次道路地下管线约17829公
里，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系统。

目前，淄博市有7大类28种管线，涉及15家管
理部门，110余家产权单位，部门之间存在权责
不清、多龙治水的局面，导致监管存在盲区。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权属单位、管理单位
存在权利义务不明确的情况，妨碍了地下管线
管理工作的规范、高效开展。另外，部分建设
单位仍然存在不办理建设手续，私自敷设管线
的违法行为；在管线运行维护环节，部分权属
单位、管理单位不能有效履行运行维护职责，
这些都给管线安全运行带来了隐患。

同时，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相对
滞后，已经直接制约着管网建设的科学性和系
统性，导致道路反复开挖，“拉链马路”现象
频现。2012年，淄博市制订《淄博市地下管线
建设管理办法》(下称《办法》)，但由于颁布
时间相对较早，已不适应当前地下管线管理工
作的需要，急需在《办法》的基础上制定相应
的地方性法规。

为此，2015年12月30日，淄博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成立了起草小组，负责《淄博市地下管线
管理条例(草案)》的调研和起草工作。起草小组
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研，借鉴外地经验做法
的基础上，起草了《条例(草案)》送审稿。2016年6
月27日经淄博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条例
(草案)》审议稿。2016年9月27日，淄博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召开第28次会议，对其进行了统一审议，
形成了《条例(草案表决稿)》。

2016年10月26日，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3 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条例 (草案表决
稿)》，并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2016年11月
26日，《淄博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经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批准公布，自今年1
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淄博地下管线管理工作
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先报备 后公告

由于地下管线具有隐蔽性，如果随意施

工、开挖，不仅会给城市交通和居民生产生活
造成不便，还会带来巨大安全隐患。针对此情
况，《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前，以及从事地下开
挖、爆破、钻探等活动前，应当到城建档案和
地下管线管理机构查询建设区域的地下管线数
据资料。因地下管线工程施工需要占用、挖掘
道路，或者穿越道路增设管线设施的，建设单
位应当依法征得城市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并
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影响交通安全的，建设
单位应当依法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
意，由施工单位提前五日向社会公告。

《条例》还规定，地下管线出现故障、险
情时，地下管线权属单位、管理单位应当及时
组织抢修，同时向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报告。抢
修需要挖掘道路、影响交通或者占用绿地的，
还应当同时通知道路、公安、交通运输、园林
等主管部门，并在24小时内按照规定及时补办
相关手续。

不仅如此，此次颁布实施的《条例》还解
决了关于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管理部门职责
问题，规划编制与核实的问题，关于架空的通
信、电力线路埋地敷设的问题，关于施工安全
控制的问题，关于提高建设手续办理审批效率
的问题等。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陆续展开

目前，淄博主城区背街小巷地下管线普查
(二期 )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共普查管线长度
1621公里，同时，淄博地下管廊建设开始起
步，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约3000米，其中桓台
县工业街地下综合管廊工程2880米。

相对老版《办法》，此次《条例》将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提上日程，明确规定对于城镇新
区、各类园区、成片开发区域的新建道路，应
当根据功能需求，同步规划建设地下综合管
廊，或者为地下综合管廊预留规划空间。老城

区应当结合旧城提升改造、道路改造、河道治
理、地下空间开发等，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地
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在交通流量较大、地下
管线密集的城市道路、轨道交通、地下综合体
等地段，城市高强度开发区、重要公共空间、
主要道路交叉口、道路与铁路或者河流的交叉
处，以及道路宽度难以单独敷设多种管线的路
段，应当优先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同时，《条例》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地下综合管廊，通过特许经营、投资
补贴、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推进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鼓励入廊管线产权单位、管理单位
优先参与管廊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地下综
合管廊建成区域，除因技术要求无法纳入综合
管廊的管线外，各类管线应当全部纳入地下综
合管廊，不得在地下综合管廊以外建设管线。

淄博市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2017年，新的地下管线进管廊工
作将陆续展开。

17829公里管线管理有法可依

淄博立法杜绝“拉链马路”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2016年12月28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三十八次会议，淄博市民政局局长
马国舟在《关于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议案
办理情况的报告》中谈到，预计到2020年，淄
博老年人口将突破110万，加快发展健康养老
服务业迫在眉睫。淄博市在建立健全养老服务
体系、构建多元化养老服务格局等方面都采取
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多元化养老模式为老人撑
起幸福晚年。

农村幸福院

破解村级养老难题

随着年轻人陆续外出务工经商，农村老龄
化空巢化问题突出。县级养老有社会福利中心，
乡镇有敬老院，村级养老一直是个“老大难”。

在高青县大芦湖街道苗家村幸福院，记者
见到了89岁高龄的司志明大娘，她是这里年纪
最大的老人。“俺身体还行，一般是自己做
饭，有时也去餐厅，餐厅的饭也挺好吃的。”
司大娘笑着说。

据了解，苗家村幸福院2013年改造完成
后，配备有餐厅、活动室、卫生室等，村里60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入住，目前有24个老人
居住在幸福院。

与苗家村不同，桓台县马桥镇祁家村的农
家幸福院是一排排独门独院的农家屋，黄墙红
瓦，暖意融融。62岁的孙秀芝正在院子里跟几
个朋友打麻将。2013年9月，住不惯楼房的孙秀
芝和老伴儿搬进了幸福院。“每天跟老友打打
牌、聊聊天也不寂寞，总比一天到晚守着电视
强。”孙秀芝说这是“神仙般的日子”，脸上
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

幸福院既有敬老院等社会化养老的特征，
又符合农村传统养老习俗；既解决了老年人独
居孤独、寂寞，又为子女外出务工、发家致富
解决了后顾之忧，实现了“老人开心、子女放
心、政府省心”。据了解，为建立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淄博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13年以
来每年列支养老专项资金3000万元。目前全市

建成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53处，农村幸福院391
处，各类养老床位数3 . 7万张，每千名老人拥
有床位数达到39张。到2020年，淄博市将力争
实现农村幸福院或日间照料中心设施服务功能
覆盖全部农村、社区。

“互联网+居家养老”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当前，居家养老已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
填补农村养老空白的同时，淄博市积极推进
“互联网+居家养老”建设，依托淄博市12349
养老服务平台，引入全市219家签约服务机
构，为老年人提供家政餐饮、生活照料以及日
常维修等20类150余项服务。

2015年，临淄区依托区民生服务热线，研
发了区级养老服务平台，将全区5个街道的2752
名80岁以上老年人信息全部输入平台，免费安
装“一键通”电子保姆，建起无院墙式养老
院，实现信息化养老服务。老人如有做饭、理
发、保洁等需求时，只需按一下“一键通”上
的1号键，就能联系到区养老服务平台，平台
按照“就近、择优”的原则派单，通知加盟的
家政公司派出家政人员上门服务，老人足不出
户就可享受到日常照料服务。

“我剁不了馅子，和不了面，麻烦让家政
服务人员来帮个忙。”家住临淄区雪宫街道东
高社区82岁的杜茹云老人给养老服务平台拨打
电话没多久，一名身穿红色工作服的中年妇女
就来到家里，擀皮、和馅，一个小时后，老两
口吃上了热腾腾的水饺。“他们每小时收费15

元，正常情况下收费每小时得30元，真是既省
钱又省力。”老人乐呵呵地说。

为拓展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
务，近年来，淄博市推行“互联网+居家养
老”模式，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充实完善居家
养老服务体系，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居家养老
服务相融合，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全
市已建设了信息化养老服务机构10家，服务老
年人达到20余万人。

加快资源融合

推进“医养结合”

医养结合是国家倡导的重要养老模式，淄
博市早就明确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
思路，目前正积极探索医养结合，发展医养结
合型养老机构56家，主要模式有四种，分别是
以医带养、以养设医、以医托养、以医联养。

临淄区养老中心第二康复养老院就是医养
结合型养老院之一，共有床位450张，员工120
名，养老床位目前基本住满。院长高爱兰告诉
记者：“身体健康、单纯来养老的老人仅占
20%，大部分都是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失能人员是指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员，
这部分人一旦患病，就会面临医与养的两难问
题。“如长期住院治疗，医院无法解决生活陪
护问题，且费用很高，如住在家里又得不到专
业的治疗，所以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成为这部
分老人的首选。”高院长说，“如果出台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就能实现医疗护理与养老服务
的完美结合，所以我们一直盼着。”

记者从淄博市老龄委了解到，“十三五”
期间，淄博市将进一步完善落实社会力量参与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优惠扶持政策，鼓励运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采取公建民营、民
办公助、政府补贴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兴办社会养老服务设施，通过市场提高社
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同时，积极建立
健全医养结合政策体系，探索医养结合有效实
现模式，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和养老资源相互融
合，提供医疗、护理、养老、康复等一体化服
务，满足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记者 程芃芃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6年12月28日，淄博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了《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淄博市生
态保护红线规划 ( 2 0 16—2020年 )> (草案 )的议
案》，决定批准《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2016—2020年)》。

据了解，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包括禁止开发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以
及其他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具体包括自然保护
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公益林、地质地貌保
护区、传统古村落、城市公园、重要河流、文物
保护单位等区域，总面积为1270 . 6平方公里，占
全市面积的21 . 3%，其中，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区
总面积为989 . 8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的16 . 6%。
生态保护红线主要分布在沂源县、博山区和淄川
区等南部山区，约占70%以上。根据国家统一的
分类标准，按主导生态功能分为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维护、土壤保持3个类型，共计27个红线
区块。

淄博出台

生态保护红线规划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于娟娟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6年12月28日，淄博市审计

局受市政府委托，由局长勾东升首次口头向市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报告2015年度市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
情况。

淄博出重拳、动真格整改审计查明的问题，
通过整改，上缴财政资金1 . 78亿元，拨付或纠正
滞留财政资金3 . 36亿元，节约财政资金1 . 51亿
元，盘活财政存量资金1 . 26亿元，追回违规发放
资金54 . 27万元。审计发现的28件违法违纪线索
移送有关部门后，已有20人8个单位受到责任追
究。

市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整改报告，委员们
对审计整改报告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一致
认为本次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整改
情况站位高、涉及面广、内容详实、重点突出、
成效显著，在维护财经秩序、推动政策落实、维
护群众利益、推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整改取得了较好成效。

淄博落实审计整改

出重拳动真格

施工单位正在
铺设地下管网 (资
料片）。

北马镇北一村老年公寓食堂（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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