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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凯
通讯员 高晖 孔令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2日讯 今天，山东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十三五”成就巡礼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七场，邀请山东省卫
生健康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全省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情况。

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袭燕介绍，
“十三五”时期，山东省围绕健康山东建
设、深化医改、公共卫生、基层卫生、人口
老龄、中医药等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得到有效
落实，各项规划主要指标基本完成。全省人
均期望寿命从2015年的78岁上升到2019年的
78 . 94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由2015年的13 . 04/
10万、4 . 77‰和6 . 03‰降至2019年的9 . 05/
10万、3 . 93‰和4 . 8‰，主要健康指标总体
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发布会披露，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截至目前，全省本地确诊
病例治愈率达99%。全力支援湖北，累计派
出医疗队12支1812人。强化常态化疫情防
控，先后印发4版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目
前全省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143 . 1万份，累
计发放电子健康码1 . 02亿。果断处置青岛
突发疫情，5天内完成青岛市千万人口的核
酸检测，5天内查清本轮疫情源头。

健康山东建设深入推进，组织实施15
个专项行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
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国家卫生城市数
量稳居全国前列，省级卫生城市实现全覆
盖，卫生创建工作连续2年受到全国爱卫
会通报表扬。“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
省建设纳入全国区域服务十大案例，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北方）将于今年年
底正式运行，全省设置互联网医院 1 7 3
家，电子健康卡累计发放1 . 12亿张，发行
数量与使用频次均居全国首位，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
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健全有效，实施县级疾
控中心实验室装备项目，所有县级疾控中
心A、B两类设备均达到配备标准，全部建
成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全省传染病疫情总体保持平稳，艾滋病
保持低流行水平，肺结核病发病率处于全国
较低水平，疟疾达到国家消除标准。新发尘肺
病病例逐年减少，地方病达到国家控制或消
除标准（全国第一个通过国家终期评估）。

据介绍，我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
化，16市均出台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规划，医
共体建设实现县（市）全覆盖。率先全面推
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
设加快推进；建立全省统一、城乡一体的居
民医保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以按病种付费
为主的多元复合式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行。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稳步提升。深入
开展医院标准化建设，60家县级综合医院达
到国家推荐标准，总数居全国第一位。全省二
级及以上医院由2015年的603家增加到2019
年的867家，增长43 . 78%。截至2019年底，全
省医疗卫生机构83661个，实有床位数62 . 98
万张，在岗人员100 . 19万人，资源总量位居
全国前列。全省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注
册护士达到3 . 13人和3 . 39人，分别比2015年
底增加0 . 72人和0 . 81人；各医疗机构总诊疗
人次由2015年底的6 . 16亿人次增加到2019
年底的6 . 75亿人次。

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有效保障。实施国家
妇幼健康服务保障工程，全省新建、改扩建
妇幼保健机构70余所，规划投资61亿元。启
动实施山东省母婴安全和健康儿童行动计
划，全省孕产妇和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达90%以上，妇女常见病筛查率达85 . 3%，
为782万农村妇女进行了免费的“两癌”筛
查。推进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全省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85%以上，
产前筛查率达87%，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
99 . 13%。有序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积
极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十三五”期间，
全省累计向农村计生家庭奖扶对象和计生特
别扶助对象发放扶助金124 . 29亿元。

健康扶贫工作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
省贫困大病患者救治实现动态清零，贫困慢
性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贫
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管理，贫困地
区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全部达到基本医疗有
保障标准要求。脱贫攻坚以来，全省健康扶
贫定点医疗机构累计诊治贫困患者292 . 73
万人次，减免医疗费用11 . 1亿元，贫困患
者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比例控制在
10%左右。

我省卫生医疗资源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全省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143 . 1万份

□记 者 薄克国
通讯员 高 明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2日讯 中车四方股份
公司今天透露，新一代跨座式单轨列车近
日在试验线上成功试跑，正式下线。

该车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车辆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公里/小时，是目前国内速度等级最高
的跨座式单轨列车。该车兼具地铁与单轨
列车技术优势，标志着我国在跨座式单轨
车辆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据介绍，新一代跨座式单轨列车是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基于永磁牵引的大运量
跨座式单轨列车；该车创新性采用宽轮距
双轴转向架，整车高度适应于地铁A型车
盾构机隧道，具有“速度快、爬坡能力
强、转弯半径小、载客量大、安全可靠、
噪音低、节能环保、全寿命周期成本低”
等突出优势。

列车可根据运营需求实现2节、4节、
6节、8节灵活编组，6编组最大载客量为
1400人，整车使用寿命长达30年。

列车采用世界领先的安全技术，配备
有蓄电池应急牵引、高空救援装置等多项
安全措施，安全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列车满足目前世界最严格的EN45545防火
标准，装载细水雾消防系统，可迅速消除
火灾隐患，保护乘客安全。列车还采用
GOA4等级的无人驾驶，自动实现唤醒、
休眠、自检、出入车场、运营、故障恢
复、洗车等多种功能。先进的智能运维、

智慧服务可为乘客提供更舒适便捷的乘车
体验，实现列车健康实时监测，为运营商
提供更高效的维保服务。

跨座式单轨列车工程造价约为地铁的
1/3，能够友好兼容城市既有交通系统；
运行速度、载客量和快速乘降与B型地铁

相当，特别适合大、中运量，地形地质复
杂，希望有效控制城轨建设费用，展示城
市景观的城市。

国内最高速跨座式单轨列车下线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大图：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国内最高速跨座式单轨列车成功试跑。 小图：新一代跨座式单轨列车内部场景。

青岛2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者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全市48435名进口冷链食品从业者检测采样完成，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12月2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

市政府召开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青岛市12月1日新增2例无症状
感染者，现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594人，全
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青岛市卫健委官网12月1日12:55发布
的通报，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李某某，男，
30岁，户籍地黑龙江绥化安达市，暂住胶州
市九龙街道办事处爱国村小区，在青岛锦宜
水产有限公司从事进口冷链产品搬运及消杀
工作。11月30日，胶州市对进口冷链产品
“应检尽检”人员进行定期例行核酸检测

时，发现李某某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经青岛
市疾控中心核酸复检阳性，专家组确定为无
症状感染者。据青岛市卫健委12月2日8:22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通报，第二例无症
状感染者李某某，女，33岁，户籍地黑龙江
绥化安达市，系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李某某
（男）的姐姐，与李某某（男）共同居住。
12月1日，青岛市在对李某某（男）密切接
触者排查中，发现其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专
家组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姐弟二人
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观察。

截至记者发稿时，青岛已排查到2例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594人，密切接触
者的密切接触者218人，一般接触者187人，
其他相关管控人员（社区）603人，已全部
完成核酸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于2
例无症状感染者所涉及的青岛锦宜水产有限

公司厂区、爱国村小区单元、名利理发店、
爱国村第二卫生室、金隅和府B座、市北区
镇江路胖太太烧烤店、九龙花园1号楼、青
岛日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青岛佳鹏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等场所，青岛已进行相关管控及
消毒工作。涉事同批次货物已在冷库封存，
相关部门也已对冷库及相关区域进行了全面
消杀处理。

作为我国重要的进出口冷链食品口岸城
市之一，青岛承担着全国大量进出口冷链食
品任务。近期，青岛已完成8轮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动态管理与采样检测，增加了重
点人群核酸检测密度，对在港口等口岸区
域、冷库等从事进口冷链食品作业的人员，
每3－5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对其他接触人
员每7天检测1次。12月1日发现疫情后，青
岛市对进口冷链食品加工企业和冷库开展了

拉网式摸排，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不按规定检测消毒、未按规定做好人员防护
的一律停业整顿。截至12月2日上午9时，青
岛市已完成全市所有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48435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48315
人，全部为阴性。

按照国家、省部署，青岛市已在全省率
先建成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要求从青
岛市入关并在青岛市直接销售的进口冷冻水
产品、肉类等，统一进行消毒和核酸检测，
检测合格后取得《青岛市进口冷链食品出库
证明》方可入市销售。截至11月30日，该集
中监管仓共消杀进口冷链食品146柜，合计
3513吨。据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
介绍，下一步青岛市将增设4个集中监管
仓，对进入青岛市的所有进口冷链食品进行
检测消毒。

□ 本报记者 赵君

11月27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山东省突发
事件应急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领域全国首部地方性
法规。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统筹规划应急避难场所的选址和建
设，将城镇各类广场、绿地、体育场
馆、学校、公园、人防工程等适宜场所
确定为应急避难场所，并公示具体位
置。应急避难场所应当设置统一规范的
标志、标识，并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和
需要，预留建设临时救治场所的空间和
条件。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使用单位，
应当加强对应急避难场所的维护、管
理，保证其正常使用。紧急设立的应急
避难场所应当统筹考虑气象、地震、地
质等条件和因素，增设灾害防御设施，
避免和减轻次生、衍生灾害。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建设规
划要求，建设应急指挥中心，发挥一体
化综合指挥平台作用；加快推进区域性
应急救援中心、应急物资储备库等重大
工程建设，提高本行政区域应急处置和
保障能力。

《条例》还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健全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传播系
统，并根据自然灾害防御的需要，在学
校、医院、社区、机场、港口、车站、高速公
路、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和公共场
所建设预警信号接收与传播设施。

关于组织与人员保障，《条例》提
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就近调
配、快速动员、有序救援的原则，对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并加强
组织和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建立防汛抗旱、
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工程抢险、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道路交通、水上搜
救、航空救援、公共卫生、公用事业保
障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承担专业性应
急救援任务。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应
急救援，应当向负责突发事件应对的现
场指挥部申报，服从现场指挥部统一指
挥，并按照要求开展工作。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急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建立
本行政区域应急救援队伍指挥平台，提
升本行政区域应急救援指挥信息化水平，满足统一、精准、
快速调用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
应当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建立专职或者兼
职信息报告员制度，加强突发事件信息收集、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后，物资保障非常关键。对此，《条例》
要求，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易发、多发地区的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抢险救援物资、生活类救灾
物资、救援队伍保障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装备等物资储
备，并根据不同区域突发事件的特点，分部门、分区域优化
布局。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节约、高效
原则，建立应急物资储备轮换、代储等制度，提高应急物资
的使用效率，对达到或者超过有效期的进行报废处理。

《条例》还特别提到，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各级人民政
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粮、油、肉、蛋、奶、菜等生活必需
品供应和价格监测，组织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稳定供货渠道并
适当增加库存，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总体稳定。

在科技与信息保障方面，《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急、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建立以突发事件
信息分析和预测评估为重点的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对监测数
据和有关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综合研判，提高突发事件监测
预警能力。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发布，应当按照国家突发事件预警
制度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综合应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电子显示屏、宣传车、警报器、高音喇叭
或者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学校、医院、养老
院、福利院、监所、通信盲区等特殊场所，应当采取有针对
性的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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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兜住困难群众生活之“底”
“十三五”时期山东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9 . 2%和14 . 6%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2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
五”期间，我省社会救助政策覆盖面不断扩
大，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低保
对象达到145万人，城乡低保标准由“十二
五”末的每人每月472元、283元增长到现在
的732元、560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9 . 2%和14 . 6%，城乡低保标准比由1 . 67:1缩
小到1 . 31:1。临时救助标准由过去分别按城
乡低保标准的3－6倍确定，调整为统一按城
市低保标准的3－12倍确定，实现了城乡临
时救助标准的统一和提高。

省民政厅副厅长赵立杰介绍，“十三
五”期间，我省持续加大对城乡低保人员、
特困人员、特殊群体等服务保障力度。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实现了由按供养方式确定供养

标准到按个人自理状况确定供养标准，基本
生活标准由2017年的每人每月752元、484元
分别增长到现在的每人每月1009元、777
元，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达到
54%。全省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基本生活费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
人每月1774元、1415元、1415元、1054元、
1415元，分别比“十二五”末提高了574元、
695元、695元、754元、695元。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平均达到每人每月148元，较2016年
提高68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平均达到每
人每月123元，较2016年提高43元。

在关爱特殊困难群体方面，“十三五”
期间，我省实施“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
划”，为孤儿提供诊疗、康复、特殊药品等
救助1 . 1万人次；实施“福彩圆梦·孤儿助

学工程”，为0 . 2万名在全日制学校接受中
高等教育的孤儿每人每学年提供1万元资助；
按照与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相衔接的
原则，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补
贴，全省共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 . 4万人。
投入省级福彩公益金5194万元，为7833个低
保家庭和贫困户残疾人免费安装和配置假肢
矫形器13704件；安排中央彩票公益金420万
元实施“福康工程”，为467名贫困肢体残疾人
提供假肢康复辅助器具828件。同时，加强困
难老年人服务保障，建立了经济困难老年人
补贴制度，对60－79周岁、80－89周岁、90－
99周岁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分别补助80元、
100元、200元；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能力等
级为2－3级，以及智力、精神和肢体重度残
疾的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增发80元。

赵立杰说，到“十四五”末，我省城乡

低保标准之比争取缩小到1 . 3:1以内、东部地
区实现城乡统一；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原
则上按照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 . 3倍确
定，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特困人员照料护
理标准原则上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最
低工资标准的1/10、1/6和1/3确定；对有集中
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做到愿进全进，生活不
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不低于60%。

我省还将继续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用2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建立健全以基本生活
救助、专项社会救助、临时救助为主体，以社
会力量参与为补充，以信息化为支撑，分层分
类、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加快推
进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按程序下放至乡镇

（街道），有序推进持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
办社会救助，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广
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等。

□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胡艺萌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日上午，载着马来西亚白虾的厢式

货车停在了济南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专仓迎来了
第一批进口冷链产品。

这天，济南市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开仓试运
行。据悉，凡进入济南域内的进口冷链食品，均须于到达
目的地24小时前，通过“山东冷链”进行报备，如实填报
相关信息。进口冷链食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货
物清单》《口岸进口冷链食品消毒记录证明》或《**市进
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专仓出仓证明》（简称“冷链三
证”）不齐全的纳入集中监管专仓管理，通过“山东冷
链”进行入仓预约；“冷链三证”齐全并在“山东冷链”
录入的，方可入市。

11月23日，山东省下达通知，各市设立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专仓。济南市市场监管部门、卫健部门、交通运
输部门、公安部门等连夜成立了专仓筹建工作组。“盖世
物流是济南市最大的物流集散地，周边交通、配套比较完
善，筹备组11月25日晚上决定专仓定在这里。”济南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调研员武磊说。11月29日，专仓改造顺
利完成。

装载第一批进口冷链产品的车辆进仓，工作人员首先对
车辆外观进行消杀。随车人员下车按要求填写申报表格、检
疫证明等材料。随后车辆停放至专仓旁，货物直接卸在专仓
核酸检测区外。接下来，“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开始抽
样。“每个批次抽取4件、10个样本，分别是外包装、内包
装、产品3组，以及1个外包装样本。”现场的疾控专家介
绍，抽样位置、数量都有专业统计为依据。

卸货后，工作人员立刻开始对车辆货箱内壁进行消杀。
第三方消杀公司工作人员对其他纸箱外立面进行全面消毒，
并逐一贴上绿色“验讫”标签。

待核酸检测结果尘埃落定，没有问题的，货主即可拉走
货物或将货物暂存在专仓。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所对应批次
的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按疫情防控要求作相应处理。

济南市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专仓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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