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3日讯 停车场是支撑现
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解决居民
停车难问题，不仅是民生大事，也关乎
城市品质的提升，更是惠民便民、稳定
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日前，记者从市
南区了解到，面对城区停车难的问题，
今年以来，市南区继续聚焦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坚持内外双向
挖潜扩大车位供给的思路，结合当前城
市发展布局，充分利用边角地块及闲置
地，向上向下要空间，因地制宜加大停
车场建设力度，为群众谋车位、建车位、
让车位、找车位，切实破解辖区停车难，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民之所呼，政之所向。市南区通过
民生走访探查群众实际需求，开展全区
22 个城市更新单元调研活动，对全区
用地布局、人口分布、机动车保有量和
停车泊位供给现状全面摸排和深度调
研，先后梳理明确出100项停车场攻坚
项目。

为切实解决全区停车难问题，市南
区多措并举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加大
资源供给。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扩充增
量，一举收回奥特莱斯广场地面停车场
相关权属，新增 286 个停车泊位；利用
边角地“见缝插针”，东平路临时停车场
项目、济南路 68 号地块临时停车场项

目投入使用，新增泊位250个。挖潜公
园资源创新变量，推行“地上公园、地下
停车”建设模式，向地下要空间，推进地
上地下相结合的奥帆海岸公园项目主
体施工，工程建设完成后将新增175个
地下停车泊位；八大峡广场、永嘉路广
场等“公园+停车”项目开工建设。利
用人防工程焕新存量，建成龙山地下商

城、中山商城及禹城路连接通道停车
场，新增车位700余个。

除此之外，市南区紧抓增加泊位供
给这一关键，推动开放共享，接续推进
16 处经营性停车场和 4 处居民小区实
现开放共享。同时鼓励商用停车场、个
人停车设施通过有偿使用、错时共享的
方式全天对外开放。持续推动停车资

源的共享利用进程，通过激活闲置车
位，盘活存量资源的方式，有效聚合零
散车位、零散时间、零散需求，让现有停
车资源“活起来、用起来”。

“城市停车规划与管理已成为智慧
交通领域中重要的细分方向，智慧停车
新生态和智能交通技术将对停车场景
及停车场运营带来新改变，市南区积极
推进‘全市一个停车场’平台建设工作，
计划将全区停车泊位接入平台，集成推
出智慧预约、错时共享、扫码支付等功
能，绘制一张智慧停车地图，最大限度
缓解停车难问题。”据市南区停车建设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积极构建
实现车位预定、路线导航、泊位查询等
功能的停车新场景，减少车辆停车寻车
时间，为市民开车出行提供便利。今年
已完成15个停车场7439个泊位接入平
台，全区累计接入泊位2.1万余个。

公共停车场的建设，有效解决了区
域停车难、车辆随意停放的问题。据介
绍，下一步，市南区将持续做深、做细、
做实民生工程，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
停车需求，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以良好
的畅通指数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持续
增进人民福祉。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赵曼怡）

收回奥特莱斯广场停车场权属，老城区边角“见缝插针”……

市南区攻坚100个项目缓解停车难

市南区多措并举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加大资源供给。

4 责编/蒋东亮 美编/王衍斌 审读/王林宏

2023/7/4 星期二

本报7月3日讯 近日，市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修订后的《青岛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主要对组织指挥机构
和职责、信息报告、分级响应等内容进
行了修订，不断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
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提高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据环境风险评估，从产业结构
看，较大及以上风险企业主要包括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金
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行业。

按照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由高
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四级。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紧急程
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
预警分为四级,由低到高依次用蓝色、黄
色、橙色、红色表示。新版《预案》对四级
响应内容进行了细化，增加了赶赴现场

指挥协调和先期处置等内容。当发布预
警进入预警状态后，明确提出事发地政
府及有关部门根据预警等级采取不同的
预警响应措施。此外，按照突发环境事
件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根据
预警级别的划分，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
响应分为Ⅳ级、Ⅲ级、Ⅱ级和Ⅰ级。

根据《预案》，设立青岛市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
境局。与以往相比，新版《预案》增加了
成员单位，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原来的
24个调整到28个，增加了市商务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水文
中心。同时调整了污染处置组牵头部
门，将污染处置组牵头单位由市应急局
调整为市生态环境局。修订了信息报
送时限，强调“第一时间”和“按照国家
和省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上级生
态环境部门报告”。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吴帅）

本报7月3日讯 为进一步推进医
保服务下沉，日前，青岛首家高校医保工
作点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揭牌启用。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共有师生
15000多人，新启用的医保工作站点设
在校医院内，除了提供参保信息登记、
变更、查询等医保服务，还可直接办理
门诊报销、异地报销，帮办代办门诊慢
特病、意外伤害等经办业务。这一工作
点配备了一台自助服务一体机，满足全
校参保师生的查询及服务需求。

在校内建立医保工作点，极大地便
利了师生了解医保政策，办理医保业
务，打通了医保服务学校的“最后一公
里”，让师生们足不出校便能享受到高
效、便捷的医保服务。

“我们每天的就诊人数，最高时达
到 180 多人，少的时候一天也是 80 多
人，师生对医保的需求很大。”校医院负

责人表示，医保站点成立之前，相关工
作都要医院自己派人去市民大厅办理，
有了医保站点后，所有的工作可以直接
在医院办理。医保工作点的正式启用，
也标志着即墨区医保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医疗保障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搭
建起近距离服务师生平台，为师生提供
从入校到离校全周期的医保服务。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即墨区医疗
保障局持续推进基层医保经办服务体
系建设，打造“一体四支撑两补充”便民
服务网络。目前已形成以市民服务大
厅为主体，以 17 处乡镇（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35处定点医疗机构、44处银行
网点以及55处村（社区）工作站点为支
撑，以一处高校、两处企业工作点为补
充的医疗保障服务网络体系，打造“15
分钟医保服务圈”。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修荣荣 辛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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