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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灵活就业人员如何参保缴费？
答复：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烟台市

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医保服务-办
事大厅-我要办事-医疗保险-“灵活就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办理参
保登记，也可通过常住地或户籍所在地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窗口办理。完
成参保登记的灵活就业人员可直接通过

“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微信小程序-灵
活就业-医保自主申报功能，选择灵活就
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补
助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三个险种缴费。
也可通过各经办机构税务窗口缴费（支
持刷卡、微信、支付宝、现金、银行签约代
扣等）。

咨询：我离职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断
缴了，还能享受医保待遇吗？

答复：中断期间不享受医保待遇。
职工医疗保险中断后，不再享受职工医
保的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医保
待遇；中断3个月内续保的，缴费当月享
受待遇；中断3个月以上再续保缴费的，
需要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

离职期间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
到当地医保中心办理缴纳职工医保，个
人承担全部保费。职工医保每月一缴，
缴费相对较高，但是对应的报销比例也
会高，如果您待业期间经济宽裕，可以负
担保费，建议您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缴纳职工医保，保证职工医保不断缴。

咨询：哪些方式可以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答复：烟台市的参保人可关注“烟台

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在医保服务
里激活；在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烟
台医保”激活；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通过绑定亲情账户，为未满16周岁
的儿童和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代激活。

张孙小娱 衣宝萱

灵活就业人员
如何参加医保？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
讯员 朱晗 马笑飞）记者从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获悉，去年，烟台积极推动建设
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政策实施，全市“弹
性年期”出让方式供地6宗，面积38.97
亩，为企业节约资金469.36万元，有效降
低了企业用地成本，提高了土地周转效
率，满足了不同产业企业的需求。

“弹性年期”是指供应工业及公共服
务等国有建设用地时，根据国家产业发
展政策、企业生产运营状况及产业发展
趋势，合理确定出让年限，将土地使用权
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的供应方式。“该政策
实施能有效降低企业前期用地成本，促
进项目落地，降低企业初期投资的压力
以及投资风险，使有限的资金能更多地
用于生产经营，因此更有利于中小企业
的发展。”烟台市土地储备和利用中心主
任宋子秋介绍。

“全链条服务让企业感受到供地程
序的优化、办理流程的公开以及审批效
率的提高。”烟台凤凰医疗设备项目负责
人李杨表示。

去年全市“弹性年期”
出让土地6宗

“以牟平为基点，向烟威地区扩展，
在生活和工作可涉及的区域内，挖掘探
究属于胶东文化的独特魅力。”曲景伟
说，未来他还将继续寻找那些点点滴滴
的过往，珍藏那些随着年月增长而散发
出的陈香。

寻根乡土，是喜欢也是情怀。从
2019年3月8日的第一条视频说起，那
时的曲景伟还是牟平一所中学的校长，
他开始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校园里的点
点滴滴。“这所中学的校园文化离不开我
们的乡土文化，必须扎根脚下这方土地，
才能借助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他
回忆，在校园里开启的“教育寻根之旅”，
为的就是要让学生们回归传统文化，重

拾乡土情怀。
珍藏乡音，是初心更是使命所在。

从5年前的第一条短视频到现在，曲景
伟更加看重学校教育对于引领乡风向
善的重要性。他说，特别是对位于乡镇
的中小学来说，学校的定位不应该只是
教育教学的中心，更是一方乡土的文化
中心。学校也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地

方，还应兼备引领乡风向善的社会功
能。依靠学校高素质人才汇聚的便利
条件，保护、挖掘以及传承这一方乡土
文化。

“让更多人关注胶东文化，让我们的
乡土文化熠熠生辉，更有力量，这样才能
守住我们的根。”曲景伟这样说。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影报道

生根牟平，不忘基础教育；扎根烟台，探究胶东文化；寻根乡土，珍藏传统文化。
这，便是抖音账号“行走的符号·经纬”1000多条作品的创作初衷。“经纬”本名曲景伟，是牟平区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深耕教

育领域多年的他，巧用短视频平台，留住胶东传统文化的根。

“在胶东，把‘得便宜’和‘得好处’称
为‘得勨（xiang）役’。”“排了一上午的
队，腿焦酸八涩，撄（ying）着墙，还能舒
坦点”“我到前面那个路口斢（tiao）个
头”“他能把一根铁丝抈（yue）成各种形
状”……看着平时经常说的家乡话，都有
相应的文字，网友们纷纷留言：原来我的

“土话”竟然都有正儿八经的文字，这下
终于会写了！

这是曲景伟目前正在创作的讲述

胶东文化之——方言系列。“创作这个
系列的初衷就是要让校园里的孩子们
知道，我们的‘土话’并不土，深究其渊
源，你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力量。”
他说，教育者的情怀是通过自身的努
力，把家乡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要
让孩子们知道故乡有无穷的魅力，要借
此告诉孩子，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其实并
不平凡。

为了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呈现

出胶东文化的独特魅力，从 2019 年
初开始做第一条抖音短视频，曲景
伟就分别以“记录校园文化，讲述教
育故事”“胶东老照片”“胶东老物
件”“生活点滴·百味故事”“古迹寻
踪”“山东先祖溯源与迁徙年轮”“胶
东方言”为主题，分为 7 个系列，共
计创作 1139 条作品讲述胶东文化，
每条作品都有浓厚的胶东特色、乡
土气息。

细细翻阅“经纬”账号的短视频，虽
然每一条仅仅是一分钟左右，但其背后
的工作量却极为繁杂。除去后期配音、
加字幕的步骤，最重要也是最耗时的还
是查阅资料的过程。为了能够找到心
中想要的答案，每逢双休日、节假日，
烟台市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都是他
的必去之处。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
的是《古代汉语词典》《汉语方言大词

典》《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华姓氏
探源》《牟平方言》《牟平县志》这些工
具书。

“因为我是做教育工作的，更因为
这是寻找一方乡土、传承一方文化的过
程，所以做的每个作品都需要十分严
谨。”采访中，曲景伟说，当有一份材料
在他自己心中有了疑问，或是他感觉比
较牵强时，就会抓住这点疑问反复查

阅。直至再有几份资料可以相互印证，
消除心中的顾虑、辨别所查材料的真伪
之后，才能引用。再比如，当要解释一
个具有胶东特色的词汇时，他会相继查
阅《说文解字》《新华字典》《康熙字典》
等多部工具书，看词汇的原意是什么，
延伸意思又是什么，为何从原意延伸到
现在的说法，原意又是为何消除的……
务必做到精益求精。

烟台的那些“ ”网红

7个系列，从不同角度讲述胶东文化

视频一分钟，背后是几天甚至更多的努力

是喜欢也是情怀，探究胶东文化的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