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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济南市环保局获

悉，截至8月22日，全市共接收国三老旧柴油车
4401辆，目前已全部通过环保、公安、商务、财
政等部门审核的共3241辆，其中已完成补贴资金
兑付并确认的3001辆，补贴资金共5653 . 2万元。

据介绍，目前济南共有两家报废汽车回收拆
解企业，其中山东省华嘉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收入2061辆，济南泉汇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收
入2340辆，并已全部录入济南市老旧柴油车报废
更新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车型以重型货车和轻
型货车为主，重型货车2304辆，占比52 . 4%，轻
型货车1665辆，占比37 . 8%。

根据济南大气污染源解析和排放清单结果显
示，机动车成为细颗粒物(PM2 . 5)和氮氧化物的
第一大贡献源，占比分别为32 . 6%和65 . 5%，其
中柴油车的分担率较高。目前，全市共有柴油车
12 . 7万辆，虽然仅占济南汽车保有量的6 . 6%,但
柴油车细颗粒物(PM2 . 5)和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占
机动车排放总量的41 . 4%和50 . 5%。其中国三柴
油车共5 . 1万辆,占比40 . 2%，其两项污染物排放
分别占柴油车排放总量的90%、70%。按照报废
4000辆的标准,可减少氮氧化物1732 . 8吨/年、颗
粒物57 . 3吨/年、碳氢化合物72 . 1吨/年、一氧
化碳721 . 5吨/年。

3001辆老旧柴油车

报废补贴5653 . 2万元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帮助济南市今年考入大学的

贫困应届女高中毕业生顺利入学，8月22日下
午，济南市妇联举行“圆梦大学·春蕾绽放”
2018年助学金发放仪式。活动现场，市妇联向
100名春蕾女大学生发放了每人2000元，共计20万
元的助学金。

据了解，济南市妇联自1995年实施“春蕾计
划”以来，共募集助学资金1698 . 62余万元，直
接资助“春蕾女童”42893余人次；创办4所“春
蕾小学”，设立18个“春蕾女童班”，向资助者
转发贫困女生感谢信万余封；援建“留守流动儿
童活动站”“安康图书馆”23个，赠送图书3万
多册，受益留守流动儿童近万名；同时招募爱心
妈妈万余名，逐一结对，用女性特有的温柔一路
伴其成长。

今年，济南市妇联还创新助学方式，在活动
中邀请了10余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优秀女性，组成
“爱心妈妈助学团”，为春蕾女大学生搭建一个
温暖的家，让春蕾助学活动由一次性的发放助学
金，扩展为长期性的关怀和帮助，做到有需求随
时提出，有困难即时解决。

“圆梦大学·春蕾绽放”

2018年助学活动举行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实习生 温佳琪

基础设施先行———

民生项目优先
先行区坚持基础设施先行，重点项目与配

套基础设施同步开工建设。此次开工的引爆区
基础设施工程位于大桥街道办事处引爆区范围
内，首批市政设施包括供水、供电、燃气、热
力、污水、环卫在内共6项12处设施，本次率
先开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及市政综合管网。

据了解，市政设施将按照集约土地功能的
搭配方式，采取“贴建”“垂直布置”等方法
集中建设。挖掘和使用地热等绿色能源，充分
利用好循环资源，实现多种能源之间的有机循
环利用，打造“区域能源中心”“街区微能源
中心”和“能源微网”三级供应体系。

“该项目将通过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低
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打造水循环、低排放、
变废为宝、智慧化的绿色先行示范区。结合智
慧城市建设，通过探索应用先进智能技术，提
升先行区市政基础设施的智慧化、智能化水
平，打造先行区智慧的地下生命线。”先行区
展板上详细介绍了该项目的建设愿景。

同样，位于大桥片区引爆区内、崔寨片区
会展中心区域市政道路及管线工程，总投资约
20亿元，主要建设引爆区“两横三纵”5条市
政道路和启动区6条市政道路约21公里。项目
将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及公共交通优先
的理念，践行“窄马路、密路网”路网形式，
构建通达、集约、绿色、安全、智慧的综合交
通体系。地面慢车道将创新采用一体式光伏遮
阳棚，可更好地为慢行人群提供遮阳遮雨服
务，同时还能收集利用光能，为道路路灯、智
能信息查询设施、充电桩等供电，实现先行区
现代绿色智慧发展。

当天同时开工的引爆区安置一期工程是重
大民生项目，位于大桥街道办事处西车村以
南，总投资约10亿元，其中引爆区安置一区规
划总用地1500亩，总建筑面积121万m2，约安置
1 . 7万人。后期还将开工建设5个安置区，分别
位于孙耿1处，大桥1处，崔寨3处。按照规
划，明年将开工教育等配套设施，社区中心形
成15分钟生活圈，配置中学、医院、文化活动
中心、专项运动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

“先行区安置区，由欧洲生态环境设计领
域权威机构一一瑞典SWECO公司为技术咨
询。该项目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路，将绿色、氧气、阳光、运动的理念融入小

区，全面优化生活品质，引领新时代的生活方

式。“据介绍，项目坚持公共资源共享原则，

打造5分钟街坊生活圈、10分钟邻里生活圈，

配置幼儿园、24小时便利店、街头绿地、社区

服务站、综合文化站、社区卫生服务站、小型

健身场地等，全面提升居民对先行区发展的获

得感、幸福感。

培育发展新动能———

助力千亿级产业集群
在当天集中开工活动的主会场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与会嘉宾共同启动了国家燃料电池

发动机及商用车产业化技术与应用重大项目。

“该项目是科技部公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在重点专项的扶持下，将全力打造具备领

先技术实力、推动燃料电池规模化应用的产业

体系，推动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进程。”济

南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务院发布的《“十三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

系统推进燃料电池车的研发与产业化，推动高

性能低成本燃料电池材料和系统关键部件研

发，推进加氢站建设；到2020年，要实现燃料

电池车批量生产和规模化示范应用。该项目的

启动，宣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将在这一

前沿领域率先发力。

在签约仪式上，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济南市

政府与山东重工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绿色动力、氢能城市”示范工程协议》。

山东重工集团分别与加拿大巴拉德动力系统公

司签署《氢燃料电池技术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 》 ， 与 加 拿 大 西 港 燃 料 系 统 公 司 签署

《HPDI天然气发动机领先技术合作协议》。

“崔寨街道办事处青宁工业园以西的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园，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智能

制造代表性项目。”据先行区相关人士介绍，

项目用地约10000亩，总投资约500亿元。项目
分为研发和制造两部分，通过大数据应用、模
块化装配、产品全过程监控实现客户定制、产
品全生命周期监控、虚拟远程VR(AR)+现场真
实的客户体验及产业集群支持的现代化智能物
流，打造新能源项目数字化智能工厂及现代化
智能产业集群。

据介绍，该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2000辆
新能源氢燃料电池公交车、20万辆新能源叉
车、200辆新能源高端矿用卡车、20万辆高端大
VAN及20万辆新能源皮卡的产能，建造世界一
流的德马泰克亚太智能物流装备制造中心，新
增收入将突破1000亿元。该项目将为先行区建
设国际一流的智能制造园区奠定坚实基础，为
先行区提供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助力济南打造
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而大桥中心区G308以南、大寺河以西的山
东科学城项目，则由鲁商集团作为建设主体，
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由于大桥中心区是规
划中的城市副中心，济南的科创中心(CID)。山
东科学城作为高校科研创新园区，将发挥高等
院校、科技研发、企业总部三种“头部”能
量，进一步增强创新源头的复合能力。同时顺
应跨界融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加快科
研成果转化，“变道换向”拓展全新产业领
城，全面促进先行区高端前沿科技产业的发
展，形成与CBD相互辉映的CID。

由绿地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国际会展中心
项目，位于崔寨街道办事处G220以东，青银高
速以南。“国际博览城项目包括国际会展中
心、国际会议中心、酒店集群及齐鲁国宾馆，
具备承接如上合组织峰会等国际会议展览等事
务的能力，成为山东承接国际会议和商务活动
的重要场所。”据绿地控股集团山东市场负责
人介绍，国际博览城项目本着“一流设计、一
流建设、一流运营”的原则，打造“世界一

流、中国第一”的全球首座“会展+产业”融

合发展的经济园区，成为济南走向国际、享誉

全球的亮丽名片。

大尺度蓝绿空间———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一抹宜人街景，一片美丽乡愁。作为主打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宜发展的新区，济南新

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

持生态先行理念，设置大尺度蓝绿空间，营造

宜居宜业环境，吸引高端人才入住，引领绿色

发展路径。

“和雄安新区一样，先行区蓝绿空间占比

超过70%，包括河道、湿地、湖泊、林地、公

园、农田等。将来的先行区将是一座满眼绿

色、风光秀丽的宜居新城，城在园中、镇在林

中、村在田中，形成公园城市、森林小镇和田

园乡村交相辉映的美丽图景。”先行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当天开工的冠世花园泉水浴场位于309国

道以南，鹊山水库以西，冠世花园内，项目用

地约135亩，总投资约4 . 2亿元。项目将以泉水

为媒，以童话为引，构建泉和人的互动乐园。

项目计划引泉水注入浴场，为市民在先行区提

供更大的亲水空间，同时与万亩花海相互映

衬，打造景美、水清、人悦、独具地域特色的

新名片，既为北跨携河发展聚揽人气，也为先

行区注入绿色生态新动能。

在生态先行中，对黄河的利用和提升是关

键之举。济南市聘请世界知名设计团队SOM公

司进行黄河公园概念设计和策划，欲在建邦黄

河大桥至青银高速之间打造30公里黄河公园。

当天开工的黄河公园一期工程位于石济客专与

黄河大桥之间，长约4公里。先期启动的黄河

公园一期工程大堤公园示范段，位于黄河北岸

大堤淤背区100米宽范围内，施工内容主要包

括地形整理、苗木种植等。.本次开工大堤公园

的一部分，随后将向北逐渐拓展建设。

“通过一期工程建设，打造黄河北岸的景

观窗口和都市阳台，形成联系先行区和黄河的

绿色门户。”据项目建设方介绍，黄河大堤通

过建设和提升，将成为一座将市民引向多样绿

地、森林、湿地、农田的公园。同时，结合黄

河公园建设，将黄河变成济南流动的中央公

园、服务百万济南市民的公共空间、展现济南

丰富城市历史文化的体验之旅。项目建成后，

黄河将变身济南城中河和发展绿芯，展示先行

区生态优先的亮丽名片。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八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向“黄河时代”迈出重要一步
8月29日上午10时40分许，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崔寨片区现场连同3个分会场的多台施工机械缓缓举起机械臂，令全省
人民瞩目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济南由“大明湖
时代”向“黄河时代”迈出重要一步。

这次集中开工的8个项目分别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山东科学城、
国际会展中心、黄河公园一期、泉水浴场、市政道路及管线工程、安置西区
一期、引爆区基础设施工程，既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重大民生项目，
更有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高科技项目。8个引领型、支撑型项目的集中开工，
必将全面引爆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加快建设，助推济南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
走在前列。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耿晨

如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
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
复中的核心作用，这是全面提升中医医疗保健
服务水平的关键课题。围绕此，山东省中医院
率先打造了全省首家中医经典专业学科，回归
中医思维对临床的指导，运用中医辨证思维方
式，以经方以及传统治疗技术为基本手段，诊
治中医疑难病、慢性病。自2017年12月1日该
科室门诊开诊以来，便吸引了省内外大批患者
前来求诊，大都取得良好疗效。今年8月1日，
该科室又进一步实现病房开诊。

保持初心，敬畏经典

“所谓中医经典科，就是以中医理论为指
导，中医药特色鲜明的中医临床科室。”8月
24日下午，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省中医院中
医经典科主任、主任医师丁元庆说。

丁元庆是首批国家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齐鲁伤寒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山东省名中医药
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
“我在山东省中医院从事中医内科、神经内科
临床工作30多年，深知广大患者对中医药服务
的高度信赖和迫切需求。中医经典科，就是要
用中医的理论与方法解决临床问题，满足患者
需要，这是科室的基本理念。”谈及自己倡
导、筹备科室的设想和初衷，丁元庆说。“所
以我们强调发挥传统中医优势，突出中医临床
思维，倡导应用经方与传统中医特色诊疗技术
诊治，保证中医百分之百参与治疗率，实现医
疗行为‘能中不西’，即对大多数门诊病人，
以及不愿意用西药的病人，尽量以中医中药为
主要治疗方法；对于住院病人，除已经长期使
用的西药之外，在保证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尽
可能采用中医传统诊疗方法诊治常见病、疑难
病。”

中医经典科，更要“敬畏经典”。记者了
解到，该科室始终强调《黄帝内经》《伤寒

论》《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的指导作用。所
以，李克绍《伤寒论》研究所在这里挂牌，开
展中医经典研究活动已15年的“丽东书院”也
落户该科室。而全科室工作人员，不论年资、
不论医护，都要参与学习医家经典。

“科室从建立以来，每天早上都组织医生
背诵《伤寒论》10条，再由丁主任进行讲解。
从这个月起，我们还组织学习《黄帝内经》，
就是要带动团队每个人扎实地学习经典、把握
经典，达到‘读书明理、临症求真’的目
的。”该科室副主任医师刘春梅说。

每个医生都是多面手

“从原来的脑病科门诊，到现在的中医经
典科门诊，直线距离不到10米。但就诊病人增
加了很多，都是疑难病。”丁元庆表示，疑难
病、慢性病都是当代临床的难题。中医经典科
将治疗疑难杂症、慢性病作为工作中心和重
心，同时发挥已有的治疗中医脑病、血管病优
势，深入开展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理论研究与
适宜技术和方法的挖掘，力图将其治疗疑难病
症的优势打造为科室的特色，让患者满意。

中医经典科目前接诊的患者正是以疑难杂
症，或者多种疾病集于一身的病人为主。主要
诊疗范围包括中医脑病、疑难病、慢性病难治
性疾病，如中风、痿证、各类头痛等；内科病
证、杂症，包括各种发热、哮喘、复发性口
疮、周围血管病等，还涉及血脉病、消渴、癌
症、肥胖、息阻（慢阻肺）等慢性病预防以及
养生指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该科室施治的典
型病例。39岁的患者王先生，患嗜酸性粒细胞
肉芽肿性血管炎6年，反复发作。8月1日入
院，下肢多发的血管炎性皮损，溃烂、脓疱形
成，局部坏死，经过中药内服、自治药外敷，
配合原有的西药治疗10天，血管炎局部硬结消
失、异常指标改善。8月20日，他得以好转出
院。“我们采用的就是清热利湿，调和营卫，
益气扶正方药进行治疗，对迅速改善症状、降
低血液异常治标，减轻和延缓复发，进而取得

疗效。”
“中医经典科开放病床2 7张，截至目

前，已基本满床。”据介绍，该科室拥有医
生团队8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3人，博
士研究生等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2人，中青年
技术骨干3人，主攻方向分别涉及神经系统、
心脑血管病、血管外科、呼吸以及泌尿系疾
病等不同专业方向。“我们要求每个医生都
成为多面手。每个科室成员都要掌握1至2种
中医治疗技术，满足临床需求。”丁元庆
说。

彰显中医特色

在丁元庆看来，科室还要在日常诊疗工作
中最大力度地彰显中医特色。“先看人、后看
病，这是中医的诊疗观，就像治疗临证、治疗
感冒，就要做到“看天、看人、看感冒”的诊
疗程序。同时，中医以预防为主，强调未病先
防，既病防变，也就是治未病。古代中医医

家，运用中医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等基本理论
与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中医防治疾病
的基本模式。当代的中医若想发展，既要遵守
古今医家实验已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
法，同时也要结合已有的诊疗方法与技术，为
中医所用，为临床服务。经过不断实践、探
索，最终形成新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技术与诊
疗规范。

目前，科室配有一间中医特色治疗室、一
间煎药室，随时准备为病人煎药，减少病人等
待的时间。除了传统经典药物，该科室开设的
治疗办法包括针刺疗法、灸法、耳穴、拔罐、
刮痧、药物贴敷、小儿推拿、药物熏洗、小针
刀等。在这里，医生可以针对不同病情，有选
择地加以综合应用。“我们还正在病房里，面
向患者开展科普教育，由护理人员带领患者打
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我们还要推出音乐
疗法，营造浓郁的中医特色诊疗环境，实现人
们对祖国传统医学，近者悦、远者爱。”刘春
梅表示。

省内首家中医经典科病房开诊

回归经典，诊治疑难病“能中不西”

丁元庆在诊疗中。(资料片)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8月24日从历城交警大队

获悉，因花园路（山大路至洪家楼南路）街道更
新提升工程启动，部分路段社会车辆限时通行。

据悉，本次施工范围东起洪家楼南路，西至
山大路，道路长度约1千米，施工时间自2018年8
月22日至2018年11月19日。根据交通组织方案，
道路两侧各留3 . 8米的车道，实现双向通行，早
晚高峰期间（7：00-9：00、17：00-19：00）
只允许公交车和驻区车辆通行，平峰期间社会车
辆可以通行；花园路与洪家楼西路路口东西方向
禁止左转。

为方便驻区居民出行，将原有调出的9条公
交线路全部调回至花园路。施工期间，过往社会
车辆可绕行二环东路、历山路、山大南路、解放
路、北园大街，驻区车辆利用洪兴路、山大北路
及施工通道出行，并按照道路指示标识及施工现
场交通疏导人员指挥行驶，注意行驶安全。

花园路部分路段高峰期

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记 者 张鹏程 实习生 李瑶瑶
通讯员 李守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9日—12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12支国家级非遗秧歌队伍汇演将在济南市商河
县举办，这是国家级秧歌汇演首次在济南举办。
本次汇演是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的一次重要实践。
通过汇演，商河鼓子秧歌这一文化瑰宝将集中展
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据了解，参加本次秧歌汇演的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12支队伍共600多名队员参加。其中包括商
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海阳秧歌，陕西省的安
塞腰鼓，安徽省的凤阳花鼓、蚌埠花鼓灯，辽宁
省的抚顺地秧歌等队伍。据了解，整个汇演将进
行现场直播，让更多的人观赏到全国有名的秧歌
汇演。

商河鼓子秧歌是传统民间舞蹈，气势磅礴、
威武雄壮，是劳动人民力量和韧性的艺术体现，
表现出了山东大汉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
概，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是
“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鼓子秧歌的发源地，
商河县先后被文化部和中国舞蹈家协会命名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秧歌之乡”。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曾进京为国家领导人演
出，之后又参加了众多国内外大型演出活动，如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天安门庆典活动、上海世博
会山东活动周等。

作为“鼓子秧歌之乡”，商河县鼓子秧歌保
护传承正逐步走向多元化、立体化、全民化，全
县鼓子秧歌汇演已连续举办三十八届，少年非遗
传承展演也已举办六届，覆盖社会各界、囊括男
女老少的鼓子秧歌传承体系已经形成。

济南将于9月首次举办

国家级秧歌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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