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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11月7日，青岛市市南区江苏

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市南区政府应急
办、市南消防大队、区司法局等单
位在辖区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宣传活
动，唱响“全民参与，防治火灾”
消防宣传演练主旋律，动员全社会
关注消防、支持消防，关注应急、
支持应急。

演练现场向公众普及了防灾减
灾、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卫生急
救、家庭应急等各类应急安全知识
和消防技能，组织了模拟逃生、消
防灭火、应急救护、高层逃生演练
等内容，增强了居民的危机意识和
全民消防意识，提高了公众防灾避
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全民参与

防治火灾

□记 者 李 媛
通讯员 冷 姣 王恩全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家住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
的居民李风亭是西吴社区的一名困难老党员，
几年前不幸中风成为植物人，老伴工资低，子
女也不在身边，生活十分拮据。社区党委书记
刘瑜了解其家庭情况后，主动帮助联系残联咨
询政策，当了解到李风亭可以办理残疾证时，
敦化路街道社区代办站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带着相关材料为其办理了残疾证。

为更好地服务居民，社区代办站还开展
了社区志愿者与关爱对象结对活动。社区志
愿者阎桂珍与李风亭家结成了对子，定期到
李风亭家走访、看望。老人去医院看病时，
社区提供轮椅，减轻了家属负担。在社区的
关怀帮助和老伴的细心照顾下，李风亭有了
知觉，渐渐能听明白别人说话的意思了。近
日，李风亭的老伴田美娟为社区送来一面写

有“热情服务，取信于民，为民解忧，心系
社区”的锦旗。

敦化路街道办事处管区内老年人口多、
低收入家庭多、残疾人多、外来务工人员
多，现有低保家庭204户，残疾人1139名，80岁
以上老年人1545名。随着社会发展，管区人口
老龄化、弱势群体相对较多等各种社会难题
进一步显现，居民群众对于社区服务的需求
也逐渐增多。为切实解决群众需求日益增多
同政府公共服务相对较少之间的矛盾，走出
公共服务困境，市北区从去年开始在该街道各
社区全面推广建设了“为民服务代办站”，开始
了为民服务代理制的探索和实践。

市北区在设立“为民服务代办站”的同
时，《关于在社区建立居民事务代办站的实
施意见》同时出炉，确立了“三代理”“五
提供”“七代办”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代办
事务涉及党务服务、政务服务和社区服务三

大类。其中，党务服务由基层党组织承担，
政务服务由社区代办员和居委会主任代办，
社区服务由社区服务志愿者承担。诸如代理
伤残军人和孤寡老人药费报销、代办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居民党组织关系接转服务，由过
去的“让老百姓跑腿”转变为“替老百姓跑
腿”，有效地解决人民群众在生活、生产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党
群、干群关系，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推进了和谐社区建设，得到了社区广大
居民群众的高度评价。

市北区还在社区配备了优秀社区党员、
专职社工等共39名担任专职为民服务代办员，
建立专业服务队伍20多支，吸纳1320余名社区
党员群众参与。同时，不断加强代办员业务
培训，所有代办员亮明身份服务，做到“一
岗专、两岗懂、三岗知”和答复居民服务
“一口准、一诺实”。

□吴玉清 任霄惠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根据相关规定，无偿献血者及

其亲属享受临床用血费用报销的政策。为进一步
回报全市无偿献血者，方便献血者及亲属临床血
费报销的办理，青岛市中心血站根据“马上办、
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服务要求，应用互
联网技术，不断简化流程，全面升级无偿献血者
临床用血费用报销工作。

目前，青岛市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用
报销的办理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网上在线
办理，献血者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或者关注
“青岛市中心血站”微信公众号，可以申请办理
用血费用报销，相关材料在线提交、网上审核，
审核后用血费用直接汇入银行账户，实现献血者
全过程“零跑腿”。第二种方式，献血者或其亲
属，在就诊医疗机构直接办理用血费用报销。第
三种方式，在工作日到青岛市中心血站和下设的
献血服务部进行现场办理。

为方便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用报销，青岛
一直在推进医疗机构的用血费用直报工作。目
前，全市用血量较大的20余家医疗机构已经安装
用血费用报销系统，与青岛市中心血站联网，开
展用血费用直报业务。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6日，青岛市公安局透

露，为最大限度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
跑路”，市公安局已推出市区数字化出生、死亡
注销户籍档案“同城查询”便民服务。群众因办
理户籍业务需要查询亲属或其他关系人的户籍档
案时，可以就近在其办理业务的派出所查询，免
除了因为与被查询人出生、死亡地不一致需要在
不同派出所间奔波的不便。

截至目前，联网共享包含市南区、市北区、李
沧区、崂山区、高新区范围内的数字化加工完毕的
出生、死亡注销等户籍档案。按照边建边用、分层
推行和最大化服务群众的工作原则，数字化户籍
档案首先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崂山区、高新
区五区内实现出生、死亡注销等户籍档案的“同城
查询”。其他区、市也将陆续开通“同城查询”。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9日，青岛市首家驻法院

律师调解工作室在崂山区人民法院挂牌成立。
该工作室设在崂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由两

家律师事务所选派律师进驻调解室开展工作，依
法调解由法院委派、委托的民商事案件，并对部
分行政案件主持和解。崂山法院制定了律师参与
调解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明确律师自律规范
及律师调解员的回避、竞业限制、报告制度、职
业道德四方面自律准则，建立退出机制，确保律
师依法公正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未能达
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要求律师调解员在当事人同
意的前提下固定诉讼请求、证据及无争议的事
实，进入诉讼程序后，当事人对无争议的事实无
需再进行举证，免除当事人重复举证的负担。

2016年，崂山法院成立了诉调对接中心，设
立了特邀调解工作室，聘请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
工作，约三分之一的矛盾纠纷在诉前得到了及时
化解，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

□刘元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总面积3400平方米的青岛市即

墨区墨河公园西小游园，今年通过提升改造，完成
绿化补植2800平方米，栽植了樱花、银杏、黄杨等
苗木87株，踏着新铺装改造的园路，走过景亭、廊
架，居民在健身器材上活动活动，别提多惬意了。

自2017年开始，即墨区采取拆违建绿、破硬
造绿等方式，加快城区大型公园、小型公共绿
地、滨河景观建设，推广节约型、生态型、海绵
型园林绿地。建设“口袋公园”过程中，所用的
地块都是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见缝插针在
居民家门口添绿增彩，合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和
植被生态，注重植物配置、季相丰富、融入特色
文化元素，同时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绿地建设。

根据“品质即墨”绿化提升工程三年实施方
案，到2020年，即墨区将建设提升14处规模适度、
功能适用、景观宜人的街头游园及节点绿地，公
园、游园绿化面积将达到1146万平方米，绿地率达
到3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保持在8 . 5平方米以上，
实现城市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岛城公安推出

户籍档案“同城查询”

青岛首家驻法院律师

调解工作室挂牌

青岛用血费用报销

三种方式可办

即墨区建设

街头游园及节点绿地

□ 本报记者 肖 芳

16个病种看中医门诊可报销

中医优势病种医保支付方式，是青岛推进
中医药改革的一大创新：青岛在国内率先将面
瘫、带状疱疹、丹毒等16个门诊中医优势病种
（非大病）纳入医保统筹支付范围，并按日间
病房管理，病人进行中医门诊手术或治疗，不
用住院也能报销。

“中医主要以门诊服务为主，具有门诊
多、住院少的特点。”市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处
处长汪运富表示，中医药诊疗病种大多面向慢
性疾病，门诊治疗效果好且费用低，但在之
前，由于中医药普通门诊费用尚未纳入医保统
筹范围，符合条件的患者只有办理住院才能享
受报销的待遇。青岛在全国率先选择中医门诊
优势病种纳入统筹支付范围，不仅可以减轻医
院住院压力，还能有效降低患者医疗负担。

据了解，这16个门诊中医优势病种主要包
括面瘫、外痔、丹毒、痛经、便秘病、咳嗽病
等。按照青岛市人社局相关规定，这16个病种
到中医门诊就诊，可按日间病房进行限额结算
报销。限额结算标准以内符合统筹支付范围的
医疗费，职工医保参保人的统筹支付比例为
75%，居民医保参保人的统筹支付比例为65%，
超出限额标准以上的部分由个人负担。例如，
面瘫的中医门诊限额结算标准为4550元，青岛
市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到海慈医院等中医门诊就
诊，只要花费不超过此限额，个人便只需负担
25%的费用。

青岛市中医药管理局专职副局长赵国磊介
绍，自2016年试点以来，青岛市不断提高门诊
中医优势病种的限额结算标准。截至目前，已
为3231例病人节约医疗费用853万元。为此，青
岛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联
系点城市。

覆盖所有社区和镇街

藿香正气水治疗胃肠型感冒、热敷法治疗
原发性痛经、栀子粉外敷治疗脚踝扭伤、蜂蜜
蛋清治疗轻度烧烫伤……2016年底，青岛市卫
计委、市中医药管理局向社会公开发布了这份
《10项家庭中医药适宜技术》，针对家庭防治
常见病、多发病，提供10项操作方便、价格低
廉、实用性强的中医药预防保健知识，受到岛
城市民的普遍欢迎。

为推动“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青
岛创新性地多措并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在全国率先将“中医药资源配置情况”纳入公
立医院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在全国率先将中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纳入区、市党委政府人口
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考核；在全国率先试行
中医医疗质量信誉等级评定制度，将中医医疗
质量信誉等级分为三等九级，先后对24所中医
医院和21所综合（专科）医院进行了中医医疗
质量的量化分级。

截至目前，青岛已建成青岛市海慈医疗集
团、青岛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西海岸新区中医
医院、即墨区中医医院4家三甲中医医院，数
量位列副省级城市第一；累计建成“走进中医
的门、望见中医的人、闻见中医的味、感知中医
的氛围”的国医馆133个；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先进单位4个、高龄夫妇孕育调养门诊16
个、中医专病特色门诊152个；全市100%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生院、91 . 8%的社区卫
生服务站、91 . 6%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所有镇街实现中医药服务“全覆盖”。

全方位推进中医药产业化

“我们的生态猪，抗病从不使用抗生素，

而是选择药食同源的中药，包括党参、白芍、
紫苏、陈皮等。”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青岛
汇和美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探索“中医药
+畜牧”升级传统养殖业，获国家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投入市场不到一年营收便已经
超过200万元。

这是青岛全方位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青岛多角度挖掘中医药产业潜
力，开展“中医药+”行动：

“中医药+旅游”：出台对中医药康养旅
游等新业态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开展了中医药
特色小镇（街区）建设项目，遴选了11个中医
药特色小镇，建立了5个中医药旅游基地、4条
中医旅游线（点）；

“中医药+养老”：引导疗养机构提供以

老年病、慢性病防治为主的中医疗养服务，鼓
励建立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支持
养老机构开设中医医疗机构，目前已建成6家
中医医养结合型医院；

“中医药+文化”：投（融）资2000余万
元建立了中医婚育博物馆等12个中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李沧区中医药文化主题公园等3
个中医药文化公园……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
大的经济资源。”赵国磊表示，青岛将进一步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早日实现“人人基本享
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同时吸引更多优质社
会资源进入中医药产业领域，满足人民群众对
健康服务更加多元和更高质量的需求。

中医门诊费用至少报销65%，中医药服务覆盖所有镇街

中医药综合改革“青岛经验”呼之欲出

市北区试点推行“为民服务代办站”
涉及党务服务、政务服务和社区服务三大类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医药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6年初，青岛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

为第二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先

行先试探索振兴国医之路。

11月8日，青岛市政府举行发布会，

介绍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暨振

兴国医行动开展情况。经过近三年的实

践，青岛已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做法，中医药综合改革的“青岛

经验”呼之欲出。

□ 本报记者 白 晓 宋 弢

1000多个日夜实现贯通

11月6日上午，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窟窿山
北侧的地铁1号线过海段施工现场，记者跟随
瓦贵区间过海一标项目经理胡红星，沿着615
米长的斜井，直达地下80余米深的施工现场。
进入隧道后，光线逐渐减弱，空气中混杂着粉
尘的味道。

来到位于海平面88米下的施工现场，记者
看到，眼前的隧道岩壁只有薄薄的一层阻隔。
半圆的拱顶上，混凝土喷涂完毕，隧道下方两
侧设置了排水沟用于排水。不一会儿，随着轰
隆隆的声响，过海隧道最后一层“窗户纸”被
捅破，整条隧道实现贯通。其贯通标志着地铁
1号线这条贯穿青岛南北的“大动脉”向正式
开通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青岛地铁1号线预计2020年全线通车。届
时，市民乘坐地铁通过胶州湾仅需6分钟，成
为继胶州湾大桥、胶州湾海底隧道之后，又一

条连接西海岸新区和主城区的过海大通道。
1号线海底隧道起自西海岸新区瓦屋庄

站，沿既有胶州湾隧道东侧向北下穿胶州湾湾
口海域后在团岛登陆，接入青岛主城区贵州路
站，隧道全长约8 . 1公里，其中海域段长约3 . 49
公里。

2015年9月，1号线海底隧道正式开工，中
铁三局、中铁十八局、青岛第一市政等单位参
与建设。由于工程量及未知风险较大，合理工
期较正线工程长，因此1号线海底隧道提前半
年开建。海底隧道由3个斜井施工完成，斜井
通道长375米至600米不等，隧道正线单个作业
面长达2公里。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
海底隧道终于实现了顺利贯通。

地铁1号线海底隧道是目前国内最深的海
底隧道，隧道海底区间线路纵坡呈“V”字
形，最深处距离海平面约88米。“这个隧道深
度比胶州湾公路海底隧道还要深，施工难度更
大。”胡红星说，隧道上方每平方厘米至少承
受8 . 8公斤水压，隧道每平方米的承压相当于
300辆小汽车的重量。

组合世界先进

地质探测预报手段

与其他地铁隧道相比，地铁1号线海底隧
道工程地质复杂，存在海水突涌、围岩垮塌风
险，海底隧道主要岩性为花岗岩、安山岩、凝

灰岩。同时，隧址区共穿越18条断裂带，主要
为高角度、中新代脆性断裂构造，以压扭性为
主，其宽度在数米至数十米不等，其中海域段
穿越4组14条断裂带。

“海底地质条件多变，且穿越断裂破碎带
较多，断层带含水、破碎、夹泥和软弱夹层。
破碎带和海水直接连通，施工中极易发生坍
塌、渗漏、突水，安全风险等级为Ⅰ级。施工
风险极大，堵水加固注浆难度大。”青岛地铁
1号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光泉坦言，地铁海
底隧道处于强氯离子腐蚀环境，在长期浸水作
用下对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有一定腐蚀性，对
隧道结构耐久性要求较高。

为控制风险，施工单位组合了世界上最先
进的地质探测和预报手段，通过系统性对比和
分析，实现风险的精准预判和辨识。

在此基础上，对风险点针对性预处理措
施，从而使风险得到超前防控。中铁十八局青
岛地铁1号线项目部技术负责人介绍，主要探
测和预报手段有TSP法、高分辨电法、地质雷
达、红外探水、地质素描、超前地质探孔、超
前地质取芯钻孔等方法。其中，超前地质探孔
采用长短结合的组合方式，并纳入工序实施管
理，长孔取芯采用日本多功能水平地质钻机，
每次钻孔长度150米，推进速度6米/分钟；短孔
钻进采用阿特拉斯地质钻机，每次钻孔30米，
搭接8米，有效距离22米，循环推进；采用孔
内高精度的成像技术和孔内地层CT法，结合
岩芯综合判断地质，准确预报可能引发隧道地

质灾难的不良地质体（带）的位置、规模和性
态，确保零失误。

机械化利用率超90%

地铁1号线区间隧道是目前青岛市在建地
铁线路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采用机械化掘进
的区间总长度约为33 . 44公里，占全线区间里程
约66%。

其中，海底隧道采用世界最先进的成套隧
道施工机械装备，机械化利用率达90%以上，
实现全程移动信号跟进覆盖、全作业面视频监
控和智能化网络化管理，形成了机械化、智能
化、网络化的高效流水作业生产线，大大降低
了劳动强度，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工使用。

“海底隧道在施工中采用了多项国内领先
的技术和工艺。”赵光泉介绍，海底隧道施工
引入了瑞典阿特拉斯三臂液压凿岩台车、混凝
土湿喷机械手、矿岩多功能地质钻机、全液压
自行式仰拱栈桥、整体式衬砌模板台车等国内
外先进机械设备，机械化施工水平达到国内领
先。

值得一提的是，为减少对老城区居民生活
的影响，海底隧道团岛陆域段采用DSUC型双
护盾TBM施工，与传统钻爆法施工相比速度更
快，也避免了爆破震动对地面建筑物的影响。
在海底段施工爆破时，施工单位采用了低爆
速、不耦合装药、微差起爆和光面爆破等减震
爆破技术，减少隧道爆破开挖对围岩的损伤。

地铁一号线，“奔驰”在海平面下88米
——— 国内首条地铁海底隧道探访

◆11月6日，经过3年多紧张施工的青岛

地铁1号线海底隧道在距离海平面下约88米

处顺利贯通。该海底隧道既是国内首条地铁

海底隧道，也是国内最深的海底隧道。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31日，青岛市李沧区派出

两路支医队伍，分赴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
治县和甘肃陇南康县，开展为期一年的扶贫医疗
帮扶。医疗帮扶专家组实地考察了当地镇、村卫生
室，为当地群众进行体检、疾病诊疗、用药指导、健
康咨询等服务。针对当地医疗卫生人才短缺、技术
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提出了人才引进和双向培
养、定期派专家团队“传、帮、带”等帮扶措施。据
悉，李沧与结对帮扶单位积极互动，对其在产业合
作、人才支援、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进行帮扶。

李沧区开展

精准医疗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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