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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提前实现全年工作目标

115所公办小学开展课后服务

2019年11月26日 星期二

扫 码 收
听珠海电台
《党风政风热
线》相关节目

专题

刷医保有变化

刷手机就能实现医保支
付。国家医疗保障局宣布上线医
保电子凭证，广东等七省（市）部
分地区即日起将陆续开通使用。
珠海市是广东省第一批推进该
项工作的8个试点城市之一。

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赶紧看看有你家小区吗？
智能投放，支持刷脸，这些小区
已经开始垃圾分类。《珠海市城
乡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实 施 方 案
（2019-2021年）》已通过，预计
今年年底修改完善后印发实施。

知珠侠微信公众号

有你家小区吗

孩子乘车不再只看身高。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布《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
改革的意见》。明确除9座及以
下客车外，每一成人旅客可携带
1名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者
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且不
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
车。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孩子免费乘车

杨桦 整理

“目前，我市多个老旧小区已完成
电梯加装工作，为老旧小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随着电梯加
装的普及，电梯加装后续工作也出现
一些问题。”周汉国指出，所有加装的
电梯，均为户外，日晒雨淋是常态，高
温、高湿对电梯的损坏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管理不到位，极易发生重大事故。

针对这些情况，沈汉国建议从强

化电梯品牌的选择指引、出台相应的
加装电梯管理指引和强制性监督检
查三方面，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保驾
护航。

周赛群认为，建筑规划、住房建
设、公安消防、质量监督等部门对于符
合规定的申请事项，应依法办理审批
手续，同时加强对事中事后的监管，履
行好管理职责。

强化指引监督检验保安全

方便居民上楼下楼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市政协委员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建言献策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我市的老旧小区里大
多是六七层楼的多层建筑，
且没有安装电梯。随着小
区越来越“老”，小区居民的
年纪也越来越大，上下楼成
了居住在高层的老年人的
一大难题。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
一项民生工程，是适应老龄
化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
我市多个老旧小区已经完
成电梯加装工作，为老旧小
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
大便利。不过，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工作的推进难度仍
然不小。市政协“委员议事
厅”第九期，围绕如何加快
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
一话题进行探讨，引发众多
网友和市政协委员关注。
大家认为，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是一项改善小区住宅环
境、方便居民出行和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的民生工程，建
议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相
关工作，加强宣传力度；各
镇街应加强辖区内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工作的指导和
协调；相关部门可针对不同
案例建立电梯加装补偿机
制；有关部门尽快出台落实
给予增设电梯事项政策优
惠方面的细则等。

在“委员议事厅”第九期话
题意见和建议征集期间，不少网
友关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
话题，尤其是一些住在老旧小区
高楼层的网友，尤为期盼早日用
上电梯。“我家住在五楼，随着年
龄逐渐增大，爬楼梯对我来说越
来越成为一种负担。”网友老王
说，近两年，同一楼道的住户也
在讨论加装电梯，但由于个别住

户反对加装就搁置了，希望找到
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加装电梯的流程包
括征集业主意见、安装公司提供
设计方案、政府部门审批通过、
施工建设转交维护等四个环
节。推进缓慢的原因主要集中
在申报审批难、资金筹集难、业
主诉求协调难等方面。

在征集意见中，不少网友

提出了加快推进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的建议。如由镇街或居委
会牵头，搭建多方沟通协商的
平台，指导推进加装电梯工作；
市、区各级政府出台老旧小区
改造支持政策和细则，从政策
和资金上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简化
既有楼宇加装电梯的审批环节
和流程。

希望能早日坐上电梯回家

2017年5月，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公布《珠海经济特区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管理办法（公开征询
意见稿）》并召开听证会，旨在推
动我市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工
作。但在政策推行的实际过程
中，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依然面临
较多困难，致使出现加装电梯意
愿强烈，但实际电梯加装成功率
低的局面。

就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问题，
市政协委员、市现代农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沈汉国和市政协委员、
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调研
员张杰进行过相关调研，他们认
为，制约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方面：意见难以统
一和资金筹集困难。

沈汉国认为，加装电梯对于
一、二楼低层住户或将带来遮
光、挡风、有噪音、私密性受影
响、进出局部不畅等诸多问题，
甚至可能对房屋市值带来负面

影响。因此，对低层住户而言，
抵制加装电梯属正常反应；其
次，有一部分住户是青年人，他
们认为即使是住在六七层，没
有电梯爬爬楼就当是锻炼身
体，年轻本应追求健康的生活
方式；再者，有相当数量的住宅
存在所有权使用权分离情况，
即实际使用人为租房客，而产
权人事不关己，缺乏积极支持
加装电梯的动力。

“不少旧楼住户是退休的老
年人，收入水平不高，对于他们
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沈汉国算了一笔账。以一台外
挂式电梯为例，需要经历勘查、
设计、制造、报批、施工、安装、验
收、交付等阶段，其成本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危房鉴定1.2万
元-1.6万元、设计1万元-1.5万
元、土建基础2万元-4万元、钢
构14万元-16万元、电梯自身
成本12万元-20万元、楼道建

筑连廊处理7万元-8万元，再加
上安装、验收等费用3万元-5万
元，总计约需40万元-50万元
（不含后续维护保养费用）。此
外，还有部分额外费用，包括一
层住户提出的补偿金等。

市政协委员、市物业管理行
业协会秘书长周赛群也认为，
意见难以统一是加装电梯最主
要的制约因素。他指出，部分
业主为方便出入，提出了增设
电梯的要求，这一方面是部分
业主改善住宅使用功能的诉
求，另一方面也有使房产增值
的投资需求。既有住宅增设电
梯，所牵涉到的利益关系非常
复杂，既有利益获取的一方，也
有利益受损的一方；既会对小
区原有规划、建筑结构、建筑外
墙等产生影响和改变，也会使
业主在购房时的契约关系发生
变化。因而会引发多重矛盾，
意见难以统一。

两大难：意见统一难、资金筹集难

沈汉国和张杰呼吁，政府及相关
部门应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当成一项
民生工程，给予足够重视，并加强宣传
力度。牵头实施部门应主动摸排掌握
辖区内满足实施条件的建筑，多渠道
将政府的优惠政策宣传给小区业委会
及居民，增加信息透明度。

同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
强辖区内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指
导和协调。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应当对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予以协
助、协调和指导，针对住户利益协调
难，协调各方利益，打破僵局，不能只
停留在让居民自己商议的层面上。

加强政策宣传和沟通协调

沈汉国建议，相关部门应针对
不同案例，建立详细的电梯加装补
偿机制。例如电梯加装后，低层用
户受益不大，且会对住宅的通风、采
光等产生影响，具体会产生多大的
影响，应该有对应的补偿机制。同
时还需明确，电梯加装针对不同住
户的受益程度，应该如何分担相关
费用。

周赛群建议，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的主动权在于有利益诉求的业主，因
此它更多涉及到的是一个主张私权
的问题。处理私权问题，不仅要尊重
受益人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受损人

的权益，更需要大家树立契约意识，
遵守契约精神。政府在这件事情上，
应更多考虑如何对利益各方进行引
导和监督，搭建政策平台，提供法律
咨询，让他们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
下，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通过公平、
公开的民主协商方式，达成一致意
见，从而形成新的契约关系，使各方
利益都得到保障。

张杰建议，应尽快出台落实关于
给予增设电梯事项政策优惠方面的细
则，制定有关优化措施或补贴政策，最
大限度减轻住户加装电梯的经济压
力，助力新增电梯工作。

建立补偿机制和分摊机制

网友声音

查找问题

委员支招

新增公办幼儿园7所

在节目中，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大家关心的学前教育情况。
目前，我市共有幼儿园347所，在园
幼儿82777人。其中，公办园50所，
在园幼儿15669人；民办园297所，
在园幼儿67108人。我市现有普惠
性民办园 225 所，在园幼儿 51843
人，普惠性幼儿园占比79.25%，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81.56%。
为解决“入园难”问题，市教育局

今年以来逐步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
制机制，稳步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
扎实推进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
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2019
年，全市各区通过新建、改扩建、回收
等形式新增公办幼儿园7所，包括香
洲区健民幼儿园、文盛幼儿园，斗门
区六乡办冲实验幼儿园等，新增公办

幼儿园学位2460个。此外，全市共
有处于在建状态的公办幼儿园（含小
区配套幼儿园）22所，另有8所计划
年内动工建设。我市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有两所
幼儿园完成移交，新增学位570个。

“入园贵”也是市民非常关心的
问题之一。在节目中，有听众反映民
办幼儿园收费贵问题，市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解释说，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

费属市场行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教育部门根据幼儿园办园水平规定
收费上限，比如香洲区省一级幼儿园
收费不超过2500元，市一级幼儿园
不超过2100元，区一级幼儿园不超
过 1300 元，规范化幼儿园不超过
1100元。

部分学校硬件设施有待完善

对于校内课后服务，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我市计划到2020年
底，基本实现全市公办小学可以为有
需求的小学生提供校内课后服务。
其中，2019年 1月开始校内课后服
务试点工作，到2019年底实现全市
70%以上的公办小学为有需求的学
生提供课后服务，到2020年底基本
实现全市公办小学为全部有需求的
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横琴新区、香洲
区、斗门区、高栏港区校内课后服务
已覆盖全区所有公办小学；金湾区
覆盖率84.6%；高新区覆盖率83%。
全市已开展课后服务的公办小学达
115所，占全市公办小学的97.44%，
提前实现全年工作任务目标。目
前，校内课后服务尚未实现“全覆
盖”的原因是西部地区部分学校硬
件设施有待完善。

在节目中，家长黄女士反映孩子
午休时，长期趴着睡对脊椎、颈椎的
发育不好。对此，金湾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解释说，该区正努力争取完善
各校多功能教室等场地建设，保障低
年级学生尽可能在多功能教室休息。

同时，市教育局正着手调研学校
需求，引入具有专业资质和良好社会
声誉的专业机构和社会资源，提供课
后“点单式”服务，探索建立以学校为
主导、科学引进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
或家长志愿服务的模式，逐步形成学
校、家长、社会多方共同参与的学生
课后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廖明山 王晓君

本报讯 记者靳碧海 见习记者
张景璐报道：中国文化市场空前繁
荣，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需求日渐
增多。曾经被视为高雅艺术的话剧，
正走近大众，走进普通城市居民的生
活。近日，国家一级导演、国家话剧
院副院长王晓鹰做客珠海电视台《湾
区会客厅》节目，探讨在建设文化强
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发展大
繁荣的背景下，中国话剧创作的方向
与未来。

“话剧传到中国已经有110多年
了，与中国城市的文化、历史、百姓故
事等紧密相连，它是都市化的一门艺
术。”王晓鹰在节目中介绍，上世纪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曾有过“话剧
大爆发”，有了电视后则出现过一段
时间的“话剧危机”，然而当物质生活
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发现，看电视
远远不能取代去剧场看话剧，于是剧
场又活跃起来。如今，话剧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繁荣状态，话剧的普及程度

不断提高。
源于西方的话剧经过民族化改

造，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交融碰撞，在
中国的舞台上呈现出独特魅力。如
今，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话剧
创作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依
旧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话剧民族化是话剧和中国社
会、传统习俗、传统戏剧美学特点的
融合，塑造中国文化形象不仅要体现
5000年的灿烂历史，还应体现国家

现代化的活力和生命力。”王晓鹰认
为，首先要对文化传统有自己的认
识，再进行创新创作，让国外的观众
通过中国话剧作品了解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表达中国情
感、传递中国式哲理，更重要的是挖
掘和创新中国式的艺术表达方式，向
西方观众传递中国的文化精神。”

一座城市的高度，不仅要看它的
经济指标和摩天大楼的高度，还要看
它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当前，珠

海正在积极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打造
艺术之城、魅力之城，并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背景下以全球视野探索文化创
新的“珠海模式”，为戏剧、话剧等文艺
创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舞台。

“珠海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极具
潜力。”王晓鹰建议珠海，利用文化资
源塑造文化城市，立足都市文化，利
用珠海本地的文化、历史、百姓生活
等创造出有精神价值的作品，可以进
一步促进珠海的文化发展。

国家一级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做客《湾区会客厅》

畅谈中国话剧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11 月 25日，珠海市教育
局副局长赵文华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走进珠海电台先锋951直
播间，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
目，就市民关心的学前教育发
展和校内课后服务等话题，倾
听市民意见建议，解答听众及
网友提出的问题。

扫 码 收
看珠海电视
台《湾区会客
厅》相关节目

梅 华 幼
儿园已投入
使用。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