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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平安夜气氛沟通人际感情

圣诞晚宴悄然变身“人情宴”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任鹏 李婵娟) 距离圣诞节

还有半个多月，烟台市各大

星级酒店的圣诞晚宴预定却

早早开始。记者7日了解到，

很多酒店的圣诞晚宴价格和

去年相比出现上涨，部分酒

店预订超过半数。借圣诞之

机培养感情、联络人情，圣诞

晚宴成了不少单位和市民的

选择。

据调查，四星级酒店的圣

诞晚宴最便宜的价格也在每

位300元左右，多数价格则是

接近400元。而五星级酒店的

价格更是上了一个档次，每位
超过500元。显然，和去年相

比，很多酒店圣诞晚宴的价格

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金沙滩酒店的工作人员

表示，“位子预订出去很多

了。”滨海假日酒店预订部工

作人员朱女士告诉记者，“晚

宴预定已经有一周的时间

了。”金海湾酒店预定处工作

人员对记者说，24日、25日酒

店预计有四场圣诞晚宴，一
周之前就开始预定，“去年圣

诞不到20号我们这就没有剩

余的晚宴票了。”华侨宾馆预

订出李女士告诉记者，两场

圣诞晚宴已经预订出接近
13%。而太平洋酒店24日的圣

诞晚宴预定已经接近一半。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圣

诞晚宴已经化身“人情”晚

宴，个人和个人、单位和单位
之间，都想想借平安夜、圣诞

节这样的节日气氛，通过这

种的机会沟通下感情，有利

于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

除了工作上的关系之

外，记者了解到，也有部分市

民买票用于个人消费。“目前
圣诞晚宴票预定多为几张一
起预定，也有一部分是家庭

预定。这种情况多是朋友聚

一起沟通感情，或者是一家

三口一起过个热闹的圣诞

节。”芝罘区海岸路一家五星

级大酒店的工作人员说。

滨海路上一家五星级大

酒店的预订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酒店圣诞晚宴票已经预

定出一部分，据了解，多数为
个人和单位宴请客户吃饭。

在酒店这种比较高档的场

所，通过圣诞晚宴轻松的方
式，更有利于客户之间的交

流沟通。

格烟台护工市场调查

找个好护工 就像撞大运
见习记者 孙芳芳

“做护工工作平时主要就是给

病人擦身、喂饭、接大小便等等，这

些工作不包含什么技术性，一般人

都能做得了，从业门槛肯定要低一
些。”做了多年护工工作的孙大姐告

诉记者，她周围做护工工作的姐妹

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刚

开始我干那会人还不是很多，这两

年做护工的人明显多了。”

护工工作易上手、易操作导致

了护工市场从业门槛低，这就直接

导致了护工市场的良莠不齐。“做护

工工作就是一个良心活，有责任心

的就会做的好，没责任心的可能会

糊弄。”护工孙大姐告诉记者，做这

行必须得有爱心，“很多雇主白天都

要忙着上班，大部分时间就是护工
和病人独处，也没人监督你，做得好

不好就全凭自己良心了。”

据了解，针对护工行业的从业

资格问题，国家卫生部有关部门于

2009年9月3日启动了卫生行业护理

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推广工作。然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烟台各

大医院中从事护工工作的人员大多

数是周边县市区农村人员，年龄在

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经过
专门培训，“要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

人去参加考试，考出个证书来，太困

难了。”

盲人语音提示器

有点“变声”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任鹏 李婵娟 ) 在市

区，繁华街道的人行横道红
绿灯有语音提示。7日，记
者调查得知，不少红绿灯提
示音声音很小或是断断续
续，致使很多路人都没有意
识到提示音的存在。

7日，记者调查了南大
街、环山路、毓璜顶西路等
较为繁华的路段，在行人
较多的路口人行道红绿灯
处，红绿灯不仅有颜色的
提示功能，在灯盒背部还
有数个圆形的小洞，小洞
里面不断发出提示的声
音，“南北方向是红灯请不
要通过，东西方向是绿灯
请迅速通过。”

不同路口的提示音并
不一样，设置非常人性化，

有的红绿灯还会提醒哪个
街道是允许通过的。

但记者发现，有的提示
音非常小，有的提示音断断
续续，并不能引起行人足够
的重视，很多行人依旧在红
灯时横穿马路。

记者试了一下，绝大多
数红绿灯提示音在距离红
绿灯两步远的地方就已经
听不见。而南大街与西南河
路交叉路口东北方的红绿
灯只有将耳朵贴近红绿灯
时才可以勉强听见。而体育
馆附近一个红绿灯提示音
好像“哑”了嗓子，只能说半
句话。

“这声音小得可怜。”烟

台二中的学生李海霖告诉
记者，红绿灯提示音本来就
挺小，加上十字路口来往的
车辆很多，噪声非常大，一
般人很难听见。

“行人还是要靠自觉，

提示音对盲人来说有些用
处。”在毓璜顶西路与环山
路交叉口附近，烟台大学学
生李妮娜对记者说，毓璜顶
西路并没有盲道，这个提示
音好像也不是特意为盲人
设计的。

记者就此咨询了交警
部门设施科工作人员，这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南大街、烟台大学附近等
人流量比较密集的人行横
道处都安装有红绿灯提示
器，但主要是为盲人设计
的，是无障碍设施的一部
分，它有专业的名称“盲人
语音提示器”。他告诉记
者，虽然在主要街道设有
配套的盲道等无障碍设
施，但在一些较老的路段，

比如毓璜顶西路、西南河
路等还未建成盲道。

“监管主要还是靠交警
巡查或是热心市民反应。”

这位工作人员解释道，目前
并没有专人管理这些无障
碍设施，交警在巡查过程中
或是热心市民反映到相关
部门，相关部门都会尽快将
出现问题的盲人语音提示
器修复。他特意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发现此类情况及时
向有关部门反映。

12月6日，莱州交警二中队走进辖区学校，给小学生上

交通安全课。据莱州交警二中队警官介绍，在整治校车交

通安全中，警队对辖区6处重点学校的校车管理安全隐患

逐一进行梳理，同时在夏邱镇中心小学给小学生上了一堂
交通安全宣传课，增强了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

记者 鞠平 钟建军 通讯员 孙治彬 齐志红 摄

“真的不是我挑剔，实在是没有称心的”，7日上午，70岁的市民张大爷告诉记者，自11月份老伴住院以来，他已
经先后换了3个护工了，“这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怕是越来越不好找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的护工市场没有

一个统一的规范，护工护理病人全凭自己的良心，要想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护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患者家属：真的很需要，也真的很头疼
“老伴今年已经70岁了，上个月

脑出血住进了医院。”7日上午10点

左右，记者在毓璜顶医院见到了张

大爷，张大爷告诉记者他跟老伴是

从莱州过来烟台看病的，“女儿平时

上班忙，我岁数也大了，照顾起老伴

来也有些费力，就想着找个护工来

照料一下。”

据张大爷介绍，一个月下来，他

已经换了三个护工了，“做事情太不

靠谱了，毛手毛脚的，态度也不好。”

说起前几个护工的种种行为，张大

爷有点气不打一处来，“我不在的时

候她还会呵斥我老伴，有一回就被
我给碰见了，看见老伴委屈的样子，

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张大爷就有点

闹不明白了，“我们花钱找护工就是

想让他们好好照顾病人，咋就这么

难呢？”

张大爷找护工的过程可谓是一
波三折，不过有的人就比张大爷幸

运得多。“我给父亲找的护工是朋友

介绍的，挺不错的。”在一间病房内，

市民孙小姐告诉记者，她的老父亲

今年80多了，上个周因为心脏问题

住进了医院，“护工杨大姐照顾了我
父亲一个多周了，照顾的很周到，我
父亲的病情也在好转，我白天上班

也挺放心的。”

“找护工就是碰运气，运气好了

能找到个责任心强的，要是运气不

好找个没责任心的，病人和家属都

遭罪。”在医院工作的清洁工张女士

告诉记者，现在许多病人家属在找

护工时都会先打听下口碑，“一般朋

友或者病友介绍的比较靠谱。”

市场现状：从业门槛低，干好干坏全凭良心

市民呼吁：加强护工市场规范和监管
护工市场从业门槛低、护工

素质良莠不齐，病人和家属也十

分担忧。“现在护工护理病人仅凭

个人经验，没有经过专门训练，随

意性很强，很容易出现差错甚至

事故，而且护工市场缺乏有效管

理，在护理中要是病人出了问题，

我们病人家属怎么讨说法啊？”在

采访中，不少病人家属都表示了

担心。

对于护工市场的规范化，不

少市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

以借鉴一下家政公司的模式和经

验。”不少市民认为护工管理可以

走公司化管理道路，成立护工中

介组织或服务性公司，“有专门的

组织对从事护工工作的人员实行

上岗前规范培训以及上岗后的继

续培训，提高他们的护理能力和

专业水平，这样我们病人家属也
就踏实了。”

7日，在市级机关幼儿园，蛋糕盘、小吸管、牛奶盒、纺线圈成了孩子们的宝贝，他们利用废旧物
品，精心制作出了一件件富有科学性、趣味性、艺术性的手工作品，用废纸杯制作的大花球、用纺线制

作的蜘蛛网等，展现了丰富的想象力。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交通安全课

幼儿创意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