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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晨）10月4日是九九
重阳节，“九九”与“久久”同音，有长久长
寿的含意。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学
的进步，长寿的人越来越多。9 月 28 日，
记者从市老龄委获悉，聊城市现有百岁老
人 509 人，比去年增加 9 人。年龄最大者
118岁，为东昌府区人。

从区域分布看，莘县百岁老人有133
人，占 26.13%；阳谷县有 86 人，占 16.9%；
东昌府区有60人，占11.79%；茌平区有56
人，占 11%。从居住环境看，近九成百岁
老人生活在农村。从性别差异看，男性59
人，女性 450 人，女性人数是男性人数的
7.6倍。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
来，我市出台了一系列惠老措施和养老
产业扶持政策，包括养老保障、医养结
合、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人优
待、适老化改造等，为老年人安享晚年提

供了重要保障。
在老年社会保障方面，我市不断完

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完
善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合理调整机制，

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
到 150 元。此外，百岁老人每人每月享
受长寿津贴 400 元。在养老服务体系方
面，全市建成养老机构 105 家，拥有养老

床位2.3万张，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
覆盖率达到 100%、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
盖率达到 86%，改造提升农村敬老院 12
处。目前，全市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老
年人集中供养率达到 57.3%。我市还在
东昌府区、高新区、开发区、临清市等地
实施政府为困难老年人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试点，惠及3500余名困难老年人。

据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夏章勇介
绍，我市老年医学科建设水平也在逐年
提升，截至目前，全市二级以上综合性
医院全部设置老年医学科（专业），二级
以上中医院全部设置康复科、治未病
科。我市还以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为抓
手，推进居家社区医养结合，为 72.29 万
名 65 岁以上老年人签约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率达 77.52%，健康管理率达 70.27%，
持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我市百岁老人达509人
年龄最大者118岁

本报记者 侯莎莎

9月23日上午，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迎来一批“客人”——辖区内的企业代表、
市民代表。9月份是我市2022年度“政府
开放月”，为进一步搭建社会公众了解政
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的互动平台，开发
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举办了“我服务 您来
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代表座谈会。

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工作人员首
先带领大家参观了政务服务大厅，介绍了
机构设置、主要职能、办事程序、重点工作
等情况。

在开发区政务公开体验中心，六结合

展示区的互动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市
民张健新点击互动屏，查阅了“新旧动能
转换”“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等重点领
域政策及实施情况。

“找办事机构、找医疗机构、找学校、
寻求法律援助……都可以在这张电子便
民地图上实现。”活动讲解员朱鹏点击互
动屏，向大家示范操作方法，“我们还把各
部门及乡镇（街道）的微信公众号整合到
了政务微信矩阵里，大家扫码即可了解政
务情况。”

一系列便民创新举措引发群众点赞。
政务服务大厅的“数字政务”同样吸睛：在
一楼办税专区，办理业务的窗口不见了，

宽敞的大厅内有一张椭圆形桌子，办税人
可用ipad自助办理业务，工作人员在旁边
进行指导。办税人无需排队等待，即办即
走，高效便捷。“我们通过全领域去窗口、
全覆盖自助办、全人员到一线等‘三全’工
作持续推进去窗口化改革，逐渐形成了全
程自助、人工辅助、24小时智慧大厅帮助
的‘聊开智慧’三助新模式。”朱鹏介绍。

“这里居然有一家书店！”市民王晓静
激动地对随行同伴说。朱鹏接过话茬：

“这是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开发区税务分
馆，大家办理业务之余，可以到这里坐
坐。”

边走边逛边听，如何评价，大家已心

中有数。随后，大家来到开发区政务服
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座谈交流。座谈会
上，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各科室负责
人逐一向企业代表、市民代表介绍了科
室重点工作及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工作事
项开展情况。

督查考核科副科长王海红说：“我们
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大家如果对办事流
程有意见，可以通过‘好差评’、投诉电话、
办不成事窗口向我们反映。而且，党代表
工作室马上建好，今后，党代表会定期接
访，大家有问题，可随时反映。我们能办
成的，一定办成；办不成的，协调相关部门
帮您办成。”

座谈会接近尾声时，开发区行政审批
服务部工作人员解答了部分企业代表有
关资质申报的问题。面对面交流，即时反
馈、解释，活动现场，大家充分感受到政务
公开带来的清新气象。

阳光公开 亲民便民
——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政府开放月”活动见闻

9月27日，一位市民从葫芦公园标志牌前经过。
在光岳路与陈口路交叉口西北角，我市建了一处以葫芦为主题的口袋公园，

并建有休闲长廊，安装了健身器材。
我市见缝插针，将城市中的一些小角落打造成不同主题的口袋公园，将葫

芦、剪纸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聊城元素”融入其中。口袋公园现已成为市民
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装满”了群众的幸福感。 本报记者 林金彦

本报讯（记者 侯莎莎）9月27日，全
省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和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推进会在
我市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聊城市宅
基地调查总宗地数为171.1228万宗，应
登记发证宗地数为128.8813万宗，已登
记宗地数为 128.5824 万宗，完成率为
99.77%。

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发证，是党中
央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关乎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关乎农村各项改革制度推进，
关乎农民重大财产权益保护。我市提高
站位，扎实推进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登
记工作。全市形成了县级开展、乡镇审
批、群众参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调
查，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农业农村、财政、
住建等部门分工明确的工作机制。

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
调查和监测科科长王克胜介绍，农村不动
产确权登记工作程序性强、工作量大、问
题繁琐，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问题不
一样的特点，我市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入户调查阶段。聊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通过政策讲解、责任分解等方式，

充分发挥乡镇组织、群众参与的作用。
针对群众平时外出务工、就业无法指界
等问题，各作业队伍充分利用春节、中秋
节等节假日群众需要探亲的时机，加班
加点完成群众权属确认、四邻指界等工
作，确保签字率，做到“应调尽调”。

乡镇（办）审批阶段。聊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对确权登记要件齐备性、登
记面积、一户一宅、继承、审核流程等常
见问题，在政策上进行把关，帮助乡镇
（办）依法依规审查审批。

入库登簿阶段。该局组织不动产登
记系统服务单位，新增端口，实现数据批
量入库，解决数据入库慢的问题。同时，
加强全市组卷材料抽查，如发现档案内
容填写不规范、不齐全情况，及时反馈给
有关部门修正完善，提高入库效率，做到

“应填尽填”。
证书发放阶段。该局因地制宜采

取各种便民利民措施，将证书发放点延
伸至乡镇、村居，实现就近办、集中办。
部分地区针对特殊人群实行上门服务，
做到“应发尽发”，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我市宅基地确权登记率
达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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