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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欣欣）“你看，我的床
头安装了智能感应灯，卫生间也安装
了一个，一靠近就亮起柔和的光，这
样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就不用摸黑去
开灯了。”1 月 11 日，家住东阿县铜城
街道中城雅居小区的赵光辉兴奋地
向记者介绍家中新添置的设备。

18年前的一场意外，让年仅23岁
的赵光辉失去了双手。多年来，赵光
辉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各种生活问题的

技巧，但生活依然有很多不便。
类似赵光辉这种情况，常规的家

庭无障碍改造无法满足其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东阿县残联根据每户需求、
房屋结构、空间布局制定个性化改造
方案，探索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智能化
改造新模式。

“我只要靠近门锁，呼叫‘小度小
度’，入户门就会自动弹开，以前用假
肢开门得捣鼓半天。”赵光辉说，不仅

如此，赵广辉家的窗帘开关也可以通
过语音进行控制。

聚焦重度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痛
点和难点，东阿县从残疾人家居的出
入、厨房、洗浴间、卧室、客厅5个生活
场景进行评估，从38项智能化居家生
活项目中确定适合的改造内容，让残
疾人居家生活无忧。

在出入口提供智能全自动人脸识
别门锁、闪光可视门铃一体机、移动坡

道；在厨房提供智能遥控灯、智能升降
灶台、智能燃气油烟机套装、智能报警
系统；在浴室提供智能马桶盖、智能遥
控灯、智能升降脸盆、智能浴霸、智能电
热水器……一项项人性化改造，让残疾
人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通过无障碍智能化改造，东阿县
2149户重度残疾人实现了从“出得去、
进得来”到“行得畅”的转变，极大地提
高了生活质量。

东阿2149户重度残疾人受益无障碍智能化改造

本报讯 （记者 赵宗锋 通讯员
李飞） 记者1月13日从聊城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获悉，截至1月12日，我市已
注册登记成立社会组织（非营利法人）
2033家，其中社会团体759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1267家，基金会7家，涉及教
育、卫生、体育、文化、经济、公益慈善、
社会福利多个行业领域，初步形成了
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组织
体系，全市社会组织活力迸发，呈现蓬
勃发展和多元化发展态势。

我市认真落实“四类”社会组织直
接登记政策，行业协会商会类、公益慈
善类、科技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
社会组织无需业务主管单位提供前置

审查文件。
通过适当降低注册资金门槛、降

低成立时的会员要求、简化登记材料
等措施，我市对符合登记条件的镇街
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和社区社会组织
加快审核，予以登记。2021 年，各县
（市、区）建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等
枢纽型社会组织试点，2022年底，各县
（市、区）所有街道将普遍建立枢纽型
社会组织。

此外，行业协会商会和异地商会
登记限制进一步放宽。根据要求，行
业协会商会可以实行“一业多会”，商
会登记范围进一步扩大，异地商会会
员和负责人登记条件也进一步放宽。

全市社会组织突破2000家

本报讯 （记者 于新贵） 一位老
人登上公交车，直到终点站也没有下
车。驾驶员程琳注意到了这位特殊的
老人，她细心照顾，最终为这位失忆老
人找到了家。

1月11日下午，一位行动迟缓的老
人在市城区东昌路金鼎购物中心站牌
登上发往广平方向的 K10 路公交车。

“当时车上乘客很多，从老人一上车我
就注意到他了，我还招呼其他乘客为
老人让了一个座位。”程琳说，当公交
车到达终点站后，乘客们陆续下车，但
是这位老人坐在车上一动不动，并且
两眼直直地望着窗外。程琳上前询
问：“大爷，终点站到了，您怎么不下
车？”老人扭过头，含糊不清地说：“我
在城里住，我要去城里。”通过与老人
简单交流，程琳意识到他可能是失忆
老人。程琳在发车间隙，与老人耐心
沟通，但是老人只记得自己是在金鼎

购物中心上的车。
返程中，程琳一直关注着老人举

动。等再次到金鼎购物中心附近时，
程琳让老人辨认一下周围的环境，老
人显得很茫然。很显然，老人已经记
不清回家的路。程琳耐心安慰老人，
让老人安心在车上坐着。

等到再次发车，从始发站到金鼎
购物中心附近时，程琳询问老人是否
在附近住，老人只是摇头，言语不清。
看着天色已晚，程琳安慰老人不要下
车，等下班后再送老人回家。

下班后，程琳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
给值班人员。巧的是，值班人员刚在朋
友圈看到蓝天救援队发出的寻人启事，
于是赶紧跑到车上进行确认，并拨通蓝
天救援队和家人的电话报平安。

大约 20 分钟后，老人的家人赶到
聊城公交集团三公司，将失忆老人接
回家。

公交驾驶员帮失忆老人找到家

本报讯（记者 蒲二利） 1 月 11
日上午，聊城市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
工作人员兵分多路，对非法从事道路旅
客运输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为进行
排查。

上午 10 时，一辆白色轿车朝着火
车站方向驶来，停靠在县际公交出口
处。司机和两名乘车人员先后下车，走
到后备厢处拿行李。这一举动引起了
执法人员王磊和杜杰的注意。

“司机和两名乘车人员看起来并不
认识，所以我们怀疑这是一辆非法营运
车辆。”王磊告诉记者。随后，王磊和杜
杰亮明身份并按程序对司机和两名乘
客分别进行了询问，很快得知，这两名
乘客是返乡大学生，两人在准备前往火
车站时被司机喊住，司机说可以把他们
送到目的地，每人收取 15 元的费用。

“这辆车是私家车，没有营运手续，司机

也没有从业人员资格证，依据《山东省
道路运输条例》等相关规定，这种行为
属于非法营运，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
罚。”王磊说。为保障春运期间交通运
输市场的运营秩序，市交通运输局组织
相关科室和执法监察支队加大对客运
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取得良好
效果。1月10日，济南、泰安、淄博、德
州、聊城、滨州、东营七市交通运输执法
队伍联合开展“平安一号”集中行动，合
力打击市级道路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违
法违规行为。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共设置检查站
点16个，出动执法人员123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33辆，检查车辆264辆。查处
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6起，其中
黑网约车4起、黑出租车1起，其他违法
行为1起。

我市加大客运市场
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

■ 文/图 刘小希

“琉璃、铁丝、油彩、转沙……买办
一切，谓之忙年。”这是《春明采风志》
中，对古人置办年货的生动记载。

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林林总
总，凡与年相关，都为老一辈人视为不
可或缺的年货。时至今日，备年依旧
热火朝天。从以往的鸡鸭鱼肉、烟酒
糖茶，到如今的智能手机、扫地机器
人，年货不断突破着传统，也折射出春
节经济的时代变迁。

各大商超年味渐浓
本地产品人气渐涨

《京都风俗志》曾提到：“十五日以
后，市中卖年货者，棋布星罗……”

眼下，距离春节仅剩十余天，我市
各地的年货市场也逐渐升温。在市城
区造纸厂小区旁，一家店面早早挂上

“春节用品”的大红招牌，给冬日的街
道增添了不少喜庆气氛。

“去年9月，我们就开始设计对联、
窗花、挂件等样式，多跟‘虎’字有关。”1
月14日，该店负责人于丘岳介绍，“离春
节越来越近，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计
划这周再做批货，不能让销售断档。”

春节将至，办年货忙。当下，我市
各大商超、集市打响了“年货销售战”，
如百大连锁超市、华盛超市等均推出
凸显春节特色的专题活动与服务，也
带动春节用品、干果炒货、饮料酒水等

各式年货迎来销售高峰。与此同时，
本地的特色产品也逐步成为“年货担
当”。在市民朱楚青列的“年货清单”
里，端慕糕点、魏氏熏鸡等聊城非遗产
品排在首位，他说：“春节我不回农村
老家了，想借此机会全面感受下市城
区的‘聊城味儿’。”

“实际上，今年元旦已掀起一波销
售热潮，销量比去年春节还多。”在古
城区开店的端慕糕点传承人端木庆雪
说，“临近春节，每天的客流量只增不
减，这也说明我们的非遗文化得到了
更多群众的认可。”

智能产品成“新宠”
年货更具“科技范”

1月12日上午，趁着调休，住在东
昌府区侯营镇的王函驱车到市区挑选
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和一块智能手表，
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父母。“妈妈腰
椎不好，有了扫地机器人能减轻负
担。智能手表能记录每日的运动情
况，还能监测心跳、睡眠等指标，买给
父亲再合适不过了。”他这样说。

几年前，保健品、农产品、衣服鞋
帽，被不少人看作是必买年货。如今，
随着越来越多智能产品走进日常生
活，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用品成为不少
群众的新选择。对此，百大三联中心
店二楼商场经理刘文雨感触颇多。

“腊月二十后便是家电产业在春
节前的销售旺季，不过今年刚开年，扫
地机器人、智能音箱等产品便十分火
爆，相比传统家电，能够提升生活品质
的智能产品销量大增。”刘文雨介绍。

市民的“年货清单”为何出现这样
的变化？刘文雨认为，一方面，智能产
品能给用户带来更为新奇的生活体
验，使消费者“从繁琐家务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智能产品价格越来越
亲民，消费群体也随之扩大。

“随着群众消费理念的转型，上游
供给端也不断进行着调整。如今，全
屋智能家居等新的智能产品方兴未
艾，未来将为群众提供更多年货选
择。”刘文雨说。

线上线下同步升温
农村掀起网购热潮

27 岁的市民谷天歌，在今年扛起
了为家中买年货的任务。不过，与以
往父母“肩扛手提带回家”的采购方式
不同，谷天歌更倾向于在线上平台购
物。“线上下单后，最快当天就能收到，
而且春节期间快递也不打烊，这让我
们买年货更便捷了。”谷天歌说。

随着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和直播
带货的日渐兴起，群众的消费阵地逐
步从实体店铺拓展到网络店铺，年货

购买也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联动“作
战”。此外，快递进村项目的逐步推
进，进一步激发了乡村居民的消费需
求。这一现象在东昌府区韩集镇大白
村得到了印证。

“一个月前一天也就收三四件快
递，现在能收到20多件，百姓购买的产
品种类也在增多。今天就有一件是发
自广西的柚子，还有一件是发自青岛
的八带鱼。”该村快递点负责人白咸凯
介绍，“村里人一看网购这么方便了，
都想赶个时髦，快递也就在年前扎堆
了。”

距离大白村不到20公里的东昌府
区广平镇向阳新村，也掀起了网购年
货的热潮。“买新衣新鞋，买粮油米面，
买瓜子炒货……眼下，大家买啥的都
有。”该村快递点负责人管成芳说，“以
前快递都送到镇上的邮局，得自己跑
腿拿，现在快递站建到村里，网购更方
便了！”

别样年货迎新春

1月13日，天气晴好，市民在二干渠城市生态公园舞动健身龙。
二干渠城市生态公园环境优美、功能齐全、文化氛围浓厚，成为市民户外休闲

放松的好去处。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别样“年经济”

1月15日，市民在选购智能家电

1月14日，市城区
一超市内，顾客在选购
物品。春节渐近，各大
超市相继开设年货专
区，各类商品货源充
足、供销两旺。

■ 许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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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金路） 1 月 13
日，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
会陆地冰壶比赛在泰安市肥城市举
行，本次比赛设男女混合一个组别。
经过激烈角逐，聊城市代表队夺得混
合组冠军。

1 月 13 日，参加全省陆地冰壶比
赛的运动员齐聚肥城市体育场篮球训
练馆，通过抽签确定初赛比赛顺序后，
进行淘汰赛，胜者进入下一轮。聊城6

人代表队先后与枣庄、日照、泰安、滨
州、东营代表队对决。赛场上，各运动
员积极、认真、投入，对每个壶反复推
敲，观战队员不时为运动员加油鼓劲，
整个赛场气氛热烈。

聊城市体育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乔振海告诉记者，为给北京冬奥会
举办营造良好氛围，不久前，市体育

公园管理服务中心将陆地冰壶运动
项目引进园区，受到广大市民和冰雪
爱好者的欢迎。根据市教体局安排，
我市组队参加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
民健身运动会。

据介绍，此次参加全省比赛的冰
壶赛道长 10 米、宽 2 米，冰壶壶体为
实心结构，壶身内壳为聚丙烯壳体，

冰壶运行平稳、流畅。6 名运动员经
过顽强拼搏，最终夺得混合组冠军，
为聊城赢得了荣誉。

据介绍，冰壶与高尔夫并称为世
界两大绅士运动，起源苏格兰，由于
它斗智、斗力、斗技术，因此又有“冰
上国际象棋”之称。

山东省第五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举行

聊城队夺得陆地冰壶比赛混合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