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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2月8日，
莘县第一建筑公司家属院居民王先生
等人拨打党报热线2921234反映，该家
属院住房已建成 40 多年，存在诸多安
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拆迁。莘县房
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莘县还有众多安置房没有建
完，今年没有安排新的拆迁计划。

莘县第一建筑公司家属院位于莘
县城区中心，地处老汽车站附近，有居
民147户，多为下岗职工。其中，一栋3
层的楼房住有27户，2排旧瓦房住有44
户，这都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灰土结构
建筑物，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一直
没有供暖、供气，也没有地下排水管
道。

居民介绍，该家属院地势低洼，西
高东低，平时只能靠地上排水沟往外
排放生活污水，沟内经常散发着刺鼻

的气味。因年久失修，墙体开裂，这座
3层楼已成为危楼，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此前，家属院门口的一片绿地在
改造成小广场过程中，一台小型打夯
机作业时曾导致该楼房墙皮脱落、楼
梯晃动，引起大家的恐慌。2021年，居
民通过拨打12345市民热线等方式，纷
纷要求供热。当地供热部门实地勘察
后表示，这座楼和2排瓦房不符合供热
条件，他们担心打墙穿孔时会造成楼
房倾斜或倒塌。居民们希望有关部门
重视他们的呼声，早日拆迁这座危楼。

对此，莘县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
中心有关负责人在电话中表示，莘县
目前还有1万多套安置房正在建设中，
按照相关工作安排部署，今年没有拆
迁计划。去年，莘县打算将该家属院
和附近的1个村一起拆迁，但因难度较
大未能进行。

这座危楼何时能拆迁
莘县房屋征收部门:暂无相关计划

■ 文/图 本报记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何娜

春节期间，临清市近千名政法网
格员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用点滴的努
力把“网格社区大小事，解决问题不出
格”落实落细落到位，为百姓的美好生
活加分添彩。

“谢谢您，怀芹，过年还想着我
娘。有你们的关心，我在外过年就放
心了！”1月31日晚9时许，临清市尚店
镇段刘庄村网格员祝怀芹接到一通来
自北京的致谢电话，这是村民杨秀芳
老人的儿子打来的。

“对我来说，这是春节期间接到的
最开心、最欣慰的一通电话。”祝怀芹
说。祝怀芹在进行网格员安全隐患大
排查的时候，发现独居老人杨秀芳家
用电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祝怀

芹立即联系村党支部书记段玉明和电
工，对线路进行了更换，消除了安全隐
患，让老人按时观看了央视春晚。老
人远在北京的儿子特意给她打电话拜
年表示感谢。

“您要的肉和菜，我给您放门口
了，想着出来取一下。”魏湾镇网格员
薛永超一大早就给村里居家隔离的张
某发了一条微信。“收到，真是太谢谢
你们了，有你们在身边忙活，感觉安心
了不少！”“叮”的一声，薛永超的微信
上接到了回复信息。

由于疫情原因，从西安返乡的张
某需要居家隔离。因为家中没有储备
生活物资，他便向网格员薛永超求
助。薛永超接到求助电话后，定时帮
助张某购买蔬菜和肉蛋，解决了他的
后顾之忧。

爱心网格员 居民贴心人

2月9日，在聊城火车站广场公交发车区，公交车车身张贴的失联儿童守护
站、见义勇为流动工作站等标识格外醒目。聊城公交集团倾心打造“德善公交”，
提出“明德善行 同爱水城”的行为价值理念，倡树“德善公交 亲情巴士”服务品
牌，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行驶在聊城街头的公交
车已然成为文明创建的亮丽风景线。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2月8日，市民在展示制作的剪纸作品。
当日，东昌府区文化馆组织开展“巧手剪纸庆虎年”活动。齐鲁文化之星、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梁颖（左一）带领市民创作出“虎虎生威”系
列剪纸作品。 ■ 田柏林

巧手剪纸

庆 年

■ 刘小希

餐饮创业接近半年，焦鑫元说：
“这的确没有当初想象得那样简单。”

焦鑫元的店位于东昌府区柳园路
上，聊城第八中学旁边。门口，“一屋
两人三餐四季，朝阳黄昏暮雪白头”的
标语，白底黑字，甚是简约；屋内，暖色
的装修，纯色的木制桌椅，在细节中体
现着店主人的设计喜好。

“我们店主打的是融合菜，主要是
将西式特色以创新性的方式融入本土
风味。”2月9日，焦鑫元介绍，在菜品样
式上，店里的牛排底层抹有厚厚的蜂
蜜芥末酱，并配以香橙、番茄切片，实
现了浓郁肉香与香甜果香的有机融
合；意面结合中式高汤煮面手法，收足
汁水，酱味浓郁。此外，店铺创新推出
椰椰蓝海等调制饮品，满足年轻人对

饮料的新追求。
“实际上，相较于传统西餐，融合

菜目前还算是一种较为小众的餐饮类
别。”焦鑫元直言，这是他选择在这一
领域进行创业的原因。不过，在他看
来，如今已不是草台班子就能随意进
行餐饮创业的时代。“品牌餐饮走进

‘千店万店’的赛道，个人店铺也在品
质竞争与产品创新上互相较劲，这是
我在当初创业时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焦鑫元的话生动反映了当下我市
餐饮行业的现状。

几年间，传统火锅门店相继在我
市各商圈开出多家分店，万达广场近
期新开的茶饮店分店也以“买一送一”

“新客满减”等活动吸引了大批路人驻
足；肯德基等老牌快餐不甘于专耕垂
直领域，做起跨品类竞争，热干面、螺
蛳粉等新产品让聊城年轻人大呼“出
圈”；人民广场胡同中的几家美食店不
断开拓着线上、线下两方面的宣传渠

道，不少顾客因为抖音、小红书等软件
的推荐来此打卡……

网友们时常调侃，当下进入了一
个“万物皆可卷”的时代，餐饮业也同
样如此。不过，这样的发展现状并没
有让焦鑫元等年轻餐饮创业者望而却
步。

“统计学中有个名词，叫‘长尾效
应’，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可能会形
成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焦鑫元
说，“虽然西餐融合菜在聊城的知名度
尚不高，但也满足了部分顾客的个性
化口味需求，收获了一些‘回头客’。”

陈元江在餐饮创业上也感触颇
深。练了几年摊后，他在利民东路开
了店面，做起泰式茶饮。“泰式茶饮的
口味偏小众，所以开店初期，我们的重
点就是把牌子打出去，如果错过了黄
金时期，可能就无人问津了。”他说。

实际情况比陈元江预想的要好一
些。基于摆摊时积累的客源，加上社

交软件上的宣传，到店点单的顾客越
来越多。但是，陈元江也并未止步于
此，而是选择走上“吃+喝”这条赛道，

“在纯茶饮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休
闲简餐，吸引了不少顾客尝鲜。”

陈元江和焦鑫元都是我市餐饮行
业的新生力量。作为“90 后”的两人，
也反映着当下聊城年轻人在创业中的
新想法、新思路。但是，对于他们而
言，想把根扎得更为坚实，难度不言而
喻。

“这些年，很多餐厅按网红路线发
展，前期备受追捧，最后却歇业倒闭，
这也给我一些警示。”焦鑫元说，“质
量和品质始终是底线，不管‘卷’与不

‘卷’，稳扎稳打地做好每一餐就不会
出错。”

陈元江说：“实现店铺价值还要靠
长期的经营。虽然餐饮创业的难度只
增不减，但我们也在不断随机应变，努
力应对这个‘内卷’时代。”

不惧“内卷”时代 做出独特味道
——我市年轻餐饮人创业观初探

■ 梁丽姣 张会杰

春节期间，气温较低，老旧小区改
造的效果如何？群众取暖是什么情
况？这些问题始终挂在冠县住建局党
员干部的心头。

1月24日，冠县住建局局长王学广
来到冠县粮食局家属院 2 号楼 1 单元
居民张秀坦家中。摸了摸暖气片，看
到温度表显示 23℃，王学广嘴角露出
满意的微笑。他亲切地问道：“张老
师，今年供暖感觉怎么样？”“室内温度
比往年增加了3℃，多亏了老旧小区改
造，不但改造了供暖管网，还给整栋楼
添了一层‘保暖衣’。”张秀坦笑呵呵地
回答。

2021 年以来，冠县一直在居住环

境提升上“做加法”，对劳动局家属院、
交警队家属院等10个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用新面貌换来426户居民的满意与
舒心。

电动车随意停放，堵塞消防通道，
居民走路只能侧着身子；私拉临时电
线充电，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盘结，安全
隐患大；道路坑洼不平、积水严重，群
众下雨天打滑摔倒时有发生……这些
问题，一直困扰着冠县粮食局家属院
的居民。

冠县粮食局家属院建于上世纪70
年代，5栋多层楼房均为楼板结构，供
暖、排水、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2021 年，该小区作为省试
点小区被纳入改造范围。

如何规范电动车停放秩序，改善

居民生活环境？在实施改造前，冠县
住建局工作人员深入开展调研，充分
征求了小区135户居民的意见建议，设
置固定停车点，新增停车位126个，配
建充电桩端口59个，同时对楼顶防水、
外墙保温、墙体立面、凌乱电线进行了
施工和规整。看着小区环境慢慢变
好，居民们舒展了愁容，绽放了笑颜。

“小区经过一番改造，现在，大家
都很自觉地把电动车停到固定点，用
充电桩充电，道路变得平整又干净，雨
雪天出行再也不担心摔倒啦。真是旧
貌换新颜，心里比蜜甜。”谈起小区改
造，冠县粮食局家属院居民张友岱打
心眼儿里高兴。

老旧小区改造不是简单地修修补
补，在改变“面子”的同时，如何提升

“里子”，同样需要考虑和谋划。冠县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努力提升小
区文化软实力，塑造城市灵魂。

在通往冠县劳动局家属院的路
上，有一面长430米的文化墙，通过壁
画、宣传栏等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英雄楷模事迹、红色文化、孝
廉文化等，整体造型简洁明朗，成了一
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文化阵地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相
结合，既提升了老旧小区的颜值，又增
加了小区的文化内涵，让每位居民在
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每次
走出家门，都能看到这面文化墙，不仅
装饰着小区，更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正
能量。”该家属院居民潘凤楼笑盈盈地
说。

“旧貌换新颜，心里比蜜甜”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我家宝宝刚出生1个月，还没来
得及办医保，最近因为新生儿黄疸住
院了，现在还能给孩子办医保吗？多
长时间能办好？办好了住院费用还能
报销吗？”近日，东昌府区古楼街道望
湖社区网格员单培培在例行巡查时接
到了望湖小区居民窦先生的求助电
话。

单培培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往窦
先生家，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了社区
负责劳动保障工作的人员，向其咨询
窦先生遇到的问题及办理手续所需
的材料。随后，单培培带窦先生到社
区办理了新生儿医保手续，并现场指
导 窦 先 生 顺 利 办 理 了 医 保 补 缴 手
续。为了不耽误医保费用报销，她又
带着窦先生来到东昌府区社保医保
联合征缴大厅，帮助窦先生办理了临

时社保卡。
不久后，窦先生给单培培打来电

话表示感谢，“多亏了你们的细心和
耐心，没想到这么快临时社保卡就办
好了。我本来想着你们每天这么忙，
电话里告诉我怎么办就可以了，没想
到你们这么尽心尽力，上门协助我一
步一步办理，太感谢了。”

“能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再辛苦我都觉得值。”听着电话里

窦先生一句句称赞和感谢，单培培言
语中充满自豪。

在古楼街道，像单培培这样的网
格员还有很多，哪里有群众需要，哪
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单培培说，网格
员每天都会到各自负责的片区走一
走，与群众聊天、谈心，及时掌握群众
的所需所盼，“只有站在群众的角度
思考问题，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
人。”

“多亏了你们的细心和耐心”

网格员开展返乡人员排查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