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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建议高产”代表王

官升这次又带来了10件建议，涉

及养老、医疗、文旅、交通等多个

民生话题。这些都是在过去一年

中他深入走访、倾听基层声音之

后，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针对

老龄化以及老年人面临就医及生

病后护理问题，代表提出在我市

推行无护理病房建设的建议。

王官升认为，随着大连市老

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面临就医及生病后护理

的难题，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家庭

数量众多，在职子女工作繁忙，在

老人生病时往往难以抽出充足时

间照顾，而雇佣护工的费用又居

高不下。另外，当下就业形势较

为严峻，护理专业人才的就业与

培养也需要更多的助力与创新举

措。

王官升表示，近期了解到山

东省人民医院推行的“无护理病

房”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很值得

大连市借鉴。实施的无护理病房

中，有着清晰合理的收费标准，比

如护理一人每日收费160元，护

理两人每日收费140元，护理三

人则每日仅需100元。这一模式

在减轻患者家庭负担、增加医院

收入与资源合理利用、促进护理

专业人才培养与就业等方面展现

出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因此，王官升建议尽快研究

并推动大连市无护理病房的建设

工作落地实施。一、开展调研与

规划，对我市各医院的病房资源、

护理人员配备、老年患者护理需

求以及护理专业教育现状等情况

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根据调研

结果，制定大连市无护理病房建

设的整体规划，明确在不同等级、

不同规模医院的推行步骤、建设

标准以及预期目标等，确保此项

工作有序推进。二、制定配套政

策与资金支持，市政府应出台相

应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于积极开

展无护理病房建设的医院，给予

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以

鼓励医院投入资源进行病房改

造、护理人员培训等工作；同时，

协调医保部门研究制定无护理病

房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的合理

范围和比例，进一步减轻患者家

庭的经济压力，提高这一模式的

可推广性与可持续性。同时，还

应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与队伍

建设、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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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住房保有量的逐年增加和

建筑老化，房屋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突

显。原有住房专项维修资金难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城市房屋安全维护需要，房屋

安全管理问题亟待破解。两会上，多位

市人大代表提出破解房屋安全治理难题

的建议。

建立“保险＋监测”的房屋安全保险制度

市人大代表潘麟建议全面建立“保

险＋监测”的房屋安全保险制度，实现对房

屋安全的兜底性保障，同时引导保险机构

积极提供房屋安全动态监测等房屋风险减

量服务，助力提升房屋安全管理水平。

潘麟建议，建立房屋保险理赔制度，

由政府提供“无差别、广覆盖”的基础性

保障。在保险方案设计上，将房屋倒塌、

居民人身伤亡、临时安置费用损失、应急

加固维修费用损失纳入基本保障范围。

同时，在房屋倒塌基础性保险制度之上，

可结合实际需要，将房屋附属设施、室内

家庭财产、室内装潢等纳入保障范畴，建

立针对城镇存量住房家庭的立体化保险

理赔制度体系，为实现城镇居民的“家家

安居”保驾护航。

潘麟表示，结合我市房屋的安全形

势，在抓紧试点先行、及时总结的基础

上，全面建立房屋安全定期体检制度、安

全动态监测制度、安全鉴定和强制修缮

制度。进一步建立完善“安全体检、日常

巡查、动态监测、强制修缮”的房屋全生

命周期风险减量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存

量住房安全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引入多方力量，建立筹资机制

市人大代表李飞建议，出台地方性

法规或政府规章，明确房屋定期体检工

作组织机构，规定房屋所有者、管理者、

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政府相关部

门的监管职责和主体责任，为制度实施

提供制度保障。委托专业的房屋安全检

测机构，制定统一的检测标准和流程，由

专业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房屋体检工作，

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以制

度明确房屋体检内容，根据房屋房龄、产

权归属、结构类型等类别制定体检范围、

体检频次、体检内容等关键问题，做到全

面覆盖、精准施策、有序推进。

李飞还表示，落实房屋体检制度，需

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体检成本的问

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一是建立

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对于公共建筑、

经营性自建房，鉴定和修缮经费原则上

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对于多业主住

宅，有住宅专项维修等资金的，鉴定和修

缮经费可启动住宅专项维修等资金支

付；没有住宅专项维修等资金的，鉴定和

修缮经费由产权单位承担；没有产权单

位的，鉴定和修缮经费由财政出资解

决。二是引入多方力量赋能。通过探索

推行房屋安全商业保险，让保险公司为

投保方提供安全巡检、防灾防损、赔付等

服务，发挥专业机构的技术优势和保险

机构兜底保障作用。

此外，房屋安全问题事关全民利益，

应加强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群众行动。

一是以信息化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建立

建设房屋定期体检信息系统，收集完善

基础数据库，公开体检结果和处理情况，

提高居民对房屋安全的认识和重视程

度，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房屋安全自查和

报告隐患。二是以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

房屋定期体检重要性的认识，鼓励居民

主动参与房屋维护和管理。三是以强化

监督促进政策落实。建立健全房屋体检

监管机制，引入群众监督力量，对违反规

定的行为进行处罚，确保体检制度的有

效执行。

因地制宜、全方位智能升级改造

除提出推动完善房屋保险制度，积

极探索引入房屋养老金制度外，市人大

代表吕同富则是在推进房屋改造和监管

工作上提出更多建议。吕同富表示，因

地制宜对老城区建筑进行计划改造，根

据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因素、居住习惯

而调整建筑属性。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

体系、清晰的质量标准和严格的验收程

序。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和老旧居民楼等

建筑，深入排查，对重点难点问题要实施

挂牌督办，坚持边查边改、即查即改，切

实消除隐患。

吕同富还建议，结合楼体安全、燃气

改造、电力供应、地下管网、桥梁隧道、抗

震减灾、海绵城市、供水安全等应用场

景，建设一批先进智能感知设施，实现数

据的实时更新和共享，提升城市应急处

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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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李志勇长期关注民生问题，本届人代会上，他

再次建言献策，为旧楼房加装电梯，助力推进这项能够解决残

疾人、老年人上下楼难题的惠民工程。

李志勇认为，给既有楼房加装电梯，大连经过4年多的实

践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亟待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根据《民法

典》相关规定，对于加装电梯事项，假如各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均

相同，如果只有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则只需二分之一（该三

分之二业主的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即达到法定最低条件；但

如果全体业主均参与表决，则需要四分之三的业主同意才能达

到法定最低条件。然而，目前，我市在实践中存在“偏差”——

只要有一户业主提出反对意见，有关部门则不予办理《施工许

可证》，需要百分之百同意才行，对此要予以纠正，必须严格执

行法律。

再比如，需要明确加装电梯的“大连标准”。目前，我市加装

电梯工程，各区的要求和检查标准不一，李志勇建议要全市统一

标准。另外，既有楼房加装电梯，必须务实可行，例如，按照现有

标准加装电梯，连廊窗户与原楼阳台窗户间隔需要1米以上，而

很多老楼楼道窗户与阳台窗户距离不够1米，因此，应采取切合

实际的“老楼老办法”，制定务实可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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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陈昊建议给老

旧小区加装空调溢流管道。很

多老旧小区的楼外墙没有预留

有空调溢流管道，空调水会滴

到楼下居民的空调外机上或是

其窗台玻璃上，由此产生因噪

音污染等引起的邻里矛盾。

据了解，我市很多2000年

以后的住宅楼也没有加装楼外

空调溢流管道，所以此类楼体

数量并不在少数。陈昊表示，

如何能加装合适的空调溢流管

道，并形成日后的养护维修机

制，是值得去研究方案和实践

的。建议相关部门考虑将“允

许加装并维护空调溢流管道”

的条款加入到市住宅专项维修

基金列支范围办法中，并由权

威部门做好操作流程的解读和

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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