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振男

在环保部 13 日公布的 74 个
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
济南名列第 55 位，比 10 月份的排
名进步了 11 个位次，退出倒数后
十位，这也是自 2013 年 1 月环保
部发布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以来，济南市取得的最好成绩。

记者从济南市环保局获悉，
今年前十一个月，市区良好以上
天数 156 天，良好率 46 . 6%；比去
年同期增加 21 天。主要污染物可
吸入颗粒物 ( PM10 )、细颗粒物

(PM2 . 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
度分别为 139 微克/立方米、69
微克/立方米、39 微克/立方米、

48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改善
10 . 3%、15 . 9%、22 . 0%、5 . 9%。

在 11 月排名中，济南综合指

数为 7 . 32，排名倒数第 20 位，可
吸入颗粒物(PM10)月均浓度为
151 μ g/m3，排名倒数第 15 位，
细颗粒物(PM2 . 5)月均浓度为 80
μ g/m3，排名倒数第 17 位。六项
污染物浓度同比均有改善，其中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
细颗粒物(PM2 . 5)改善率最大，分
别达到 36 . 4%、30 . 2%、29 . 8%，综
合指数同比改善 18 . 2%。

“战霾”初见成效，离不开济
南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面下
的功夫。“尤其是在控燃煤方面，
对全市 131 台、共计 2012 吨燃煤
锅炉进行了淘汰，对城市减排起
到了很大作用。”济南市环保局
工作人员介绍，除此之外，今年
上半年完成 8 台 10 万千瓦以上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下半年
又完成 36 台大型锅炉的超低排
放改造。东部老工业区搬迁改
造，多家高排放的炼油、铸造企
业停产。

除了控燃煤之外，环保部门
还通过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公交
车来治尾气，严管渣土车来降扬
尘等措施改善“气质”。

济南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严格控制煤炭
消费总量，实现 2017 年全市煤
炭消费总量比 2012 年削减 130
万吨的目标。2017 年 10 月底前
完成全市 35 吨/时及以下燃煤
锅炉淘汰、35 吨/时以上燃煤锅
炉 完 成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力 争
2017 年全市重点乡镇均接通管
道天然气，为替代燃煤提供有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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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济南“气质”不再垫底，为近4年来最好成绩

淘汰改造燃煤锅炉立头功

坐高铁去云南感受四季如春

下月起济南 11 小时到昆明
□记者 刘振男

12 日，记者从济南铁路局获
悉，从 2017 年 1 月 5 日起，济南
铁路局将实行新旅客列车运行
图，届时办理客车对数将达 348
对，覆盖省会城市增至 22 个，山
东高铁网络将向西南、西北方向
进一步拓展。山东高铁将首次开
进云南地区，届时，省内旅客仅
需 11 个小时即可到达风光绚丽
的“七彩云南”。

据悉，2017 年铁路春运从 1
月 13 日起至 2 月 21 日止，共 40
天。较比 2016 年春运今年提前 11
天，是近五年来启动时间最早的
春运。2017 年春运，济南铁路局
预计发送旅客 1350 万人次，日均
33 . 75 万人次，同比增加 143 . 4 万
人次，增幅 11 . 9%。受调图影响，
旅客回家的路将更加顺畅。

据济南铁路局工作人员介
绍，新图将济南西-贵阳北 G285
/G286 次运行区段延长昆明南，

这 也 是 山 东 高
铁 首 次 开 进 云
南地区，省内旅
客仅需 11 个小
时 即 可 到 达 风
光绚丽的“七彩

云南”，至此，济南高铁“省会朋
友圈”增加至 22 个。

此 外 ，济 南 西 — 郑 州 东
G1833/G1834 次运行区段延长宝
鸡南，山东旅客仅需 7 个小时即
身处关中平原、祥瑞宝地；烟台-
郑州东 G1850/47 G1848/9 次运
行区段延长至长沙南，是青荣城
际列车首次覆盖两湖地区；而济
南-乌鲁木齐 K1338/5、K1336/7
次运行区段延长伊宁，成为山东
向中国西部运行最远的列车。

济南铁路局工作人员提醒
广大市民，春运期间车票预售期
为 30 天，其中互联网、手机、电话
订票为 30 天；车站、代售点、自动
售票机为 28 天；济南铁路局管内
列车预售期为 15 天。

“根据以往经验，在开车前
乘客还有捡漏机会。第一次捡漏
机会是火车票起售 45 分钟后，抢
到票的市民如果没有及时支付，
45 分钟后这些票源将返回票仓；
再就是在开车前 15 天、开车前
48 小时和开车前 24 小时，数据
显示，这三个时间段是退票高峰
期。如果不小心错过抢票机会，
建议乘客从前一两个车站买起，
然后在本站上车，避开热门车
站，从而提高购票的成功几率。”

山东中小学生超重率达三成
超重和肥胖呈低龄化 “小胖子”易性早熟
□记者 张炜伟

近日，山东省卫计委公布了
2015年我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情
况。视力不良、超重与肥胖问题
和龋齿成威胁中小学生的主要
问题。其中，中小学生平均超重
率 和 肥 胖 率 分 别 为 3 0 . 8 % 和
12 . 8%，与2010年的检测数据相
比，平均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上
升了9 . 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重和肥胖
现象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我省8-12岁学生的平均超重率和

肥胖率比 5年前上升了 3 6 %和
31%。山东省省体检办主任谢鸿
表示，儿童肥胖不像近视、龋齿
两种疾病已经得到家长、学校的
重视，全社会对于肥胖的危害认
识远远不够，这种趋势发展下
去，会增加肥胖学生成年期慢性
病的发病风险。

济南市中心医院生长发育
与青春期医学门诊副主任医师
彭惠接诊过不少“小胖子”，让她
担忧的不仅是孩子的身体情况，
还有家长的态度。“有些家长尤
其是爷爷奶奶就怕孩子少吃一

口 ，还 是
‘胖点好，
壮实’、‘大
胖小子’的
老观念。”

彭惠说。儿童青少年严重的肥胖
可以造成高血压、高血脂、II 型
糖尿病、睡眠呼吸障碍、非酒精
性脂肪肝、性早熟等疾病。

轻中度肥胖可以延续为成
年期肥胖，使成年期动脉硬化、
冠心病、脑血管病发病率增加，
发病年龄提前。

彭惠介绍说，“肥胖让体内
的雄性激素转化为雌性激素，在
雌性激素的作用下可能骨骼长
一岁，年龄才长半岁，骨骼发育
比年龄超前，生长发育提前结
束。”不少孩子“贪胖不贪个”就

是这个原因。不仅如此，谢鸿表
示，肥胖会给儿童造成严重的心
理损害，主要表现在自我评价
低、自卑感明显、缺乏自信心、压
抑、伙伴关系不良、焦虑情绪较
多、有孤独感等。

现在，然然的饮食被严格控
制，零食也一概不许吃。然然的爸
爸不知道这种严格要求对孩子是
好还是不好。“本来她就比别的女
同学胖，有人在背地里笑话她，现
在除了吃饭，她吃什么我们都说
怕发胖，现在她都不敢跟我们提，
也不爱跟家里人说话。”

谢鸿表示，肥胖的治疗需要
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在医务人
员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运动和行
为治疗。其中行为矫正是关键，配
合适当的饮食调整和运动治疗。

恶意囤地两年内

不得参与土拍

记者从济南市国土资源
局获悉，济南日前发出《规范
土地开发延期开竣工申请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首次
明确恶意囤地炒地四种情形，
一旦发现开发商违规操作，将
把违规开发商纳入土地交易
市场诚信黑名单，两年内不得
在济南市参与土地竞买。

《通知》首次对恶意囤地、
炒地等概念进行了解释。土地
使用权人存有两宗以上土地
因自身原因未按期开发建设
的；原拟定落地项目虚假的；
被有关部门列入土地开发建
设有关的诚信黑名单等，都将
被视为恶意囤地、炒地行为。

《通知》明确土地延期开
竣工的适用范围、申办条件等
要求。除“政府原因”以及不可
抗力等因素，致使不能按照合
同如期开工的，土地使用权人
均可以提出土地延期开、竣工
申请，但其他原因致使闲置土
地超过 2 年的不再办理。这意
味着，如果是开发商自身原因
使得土地闲置超过 2 年将不
能办理延期开工申请。对同意
办理延期的，国土资源部门将
通知申请人签订补充协议，调
整新的开、竣工时限。延期期
限不得超过一年，且只限一
次。通知拟于1 2月2 0日起施
行，有效期为5年。记者 刘晓

近期，青岛气温跌破冰
点。很多流浪者、乞讨者和种
种原因无家可归的人，在寒潮
到来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青岛市救助管理站启动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活动，
并发动环卫职工、公交、出租
车司机、夜间保安人员等热心
群众和志愿者，提供流浪乞讨
人员/走失老人/居无定所人
员求助线索，使他们得到及时
救助。如果市民发现需要救助
的流浪乞讨人员，请拨打 24
小 时 救 助 热 线 ：0 5 3 2 —
84851591 提供线索。

据《半岛都市报》

青岛公布救助
管理机构热线

家长邀请书法家
走进小学课堂

12 月 8 日下午，中国硬
笔书法家协会会员卢鑫老师
来到山师二附中建大校区小
学部，为 2015 级 5 班的小学
生们带来了一节生动有趣的
书法课。

卢鑫先从写字姿势和执
笔方法入手，强调书写姿势
对于写字的重要性。最后又
介绍了硬笔书写的特点和规
律，并让同学们现场练习，。

山师二附中建大校区小
学部定期组织“家长讲坛”活
动，已经成为学校特色。近两
年来，就举办了“儿童专注
力”、“机器人来课堂”、“计算
机多彩世界”、“快速记忆初
体验”等一系列的讲坛活动，
受到同学们和家长的一致好
评。讲坛活动扩大了孩子们
的知识面，增长了课本上学
不到的知识。

济南东部一 CBD 上空的蓝天白云让人心情舒畅。记者 郭建政 摄

济南人都希望这样的雾霾天越来越少。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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