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实施时间
5月24日—6月30日

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发放6000元消费券

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的，每辆车发放4000元消费券消费券

购置购置1010万元以下的万元以下的，，每辆车每辆车发放3000元消费券

在市内购置新能源乘用车（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

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
发放5000元消费券

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含）
的，每辆车发放3000元消费券

购置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
发放2000元消费券

在市内购置燃油乘用车
（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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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5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32 分，市民张磊来到东
昌东路顺德大厦附近站台，准备乘公
交车前往火车站。等车间隙，他用手
机打开“水城通E行”App，进入“实时
公交”页面，查询到距离最近的K6路
车还有两站，约 1.7 公里。“有了这个
App，想坐的车次离自己多远，什么时
候到站，一查就知道，等公交车也能

‘掐点’啦。”张磊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聊城人享受到

智慧公交带来的便利。针对群众对
公交出行的新需求，聊城公交集团大
力实施智慧公交建设项目，加快城市
公交数字化转型，重点打造“安全公

交、智能公交、民生公交、多元化公
交、标杆公交”，让城市交通更通畅。

对广大乘车人来说，安全是重中
之重。针对传统公交安全管理耗时
费力、效率低下的问题，聊城公交集
团重点推动公交日常管理由“人防”
向“技防”转变，先后引入全覆盖视频
监控系统、CAN总线系统、DMS驾驶
员行为分析系统等，编织起覆盖“出
车前、行驶中、收车后”的安全监测一
张网，让危险驾驶行为无处遁形，及
时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运力分配方面，聊城公交集团
引入外部智力，建立了集私有云、公
有云于一体的“智慧公交云”数据存

储中心和“智慧公交大脑”数据处理
中心，推出智慧公交管理系统、公交
线网优化系统等一系列数据应用模
块，科学分析公交服务供给指标，“对
症下药”作出精准优化，构建起与居
民出行需求相吻合的城市公交线网
体系。2021 年公交免费乘车政策实
行期间，公交客流较以往增加95%，城
区公交运力较以往增加20%，城乡公
交运力增加10%，日均增加2000个客
运班次。进入收费阶段后，根据客流
分析提升公交运营效能，减少运力班
次，在保障运力需求的前提下实现了
节能降耗。

聊城公交集团还推出各种便利

化改革举措。如在旅游出行方面，融
合“智慧旅游”“智慧交通”两条主线，
联合市文旅局推出“水城通E游”App
和旅游年卡，实现了“手机扫码、畅游
聊城”。目前，已签约景区27家，占城
区全部景区的80%以上。在群众强烈
呼吁的公交卡异地使用方面，发行了
省会都市圈互联互通卡和交通一卡
通，实现了全国400多个城市公共交
通设施互联互通。在出行查询方面，
除推出“水城通E行”App外，还建设
了覆盖东昌路沿线的智能化公交电
子站牌，在城区主干道公交车厢配设
了智能导乘屏，方便乘客实时掌握公
交运营动态。

我市加快实施智慧公交建设项目

市民“掐点等公交”成现实

■ 文/图 王培源

5月23 日，在市城区聊城中国
运河文化博物馆广场南侧，一辆未
悬挂号牌的厢式货车停放在公共
车位上。据常来广场健身的群众
反映，这辆“僵尸车”在这里停放有
段时间了，一直没“挪窝”，但不时
有身穿水果店标识衣服的年轻人
打开货车后门取货，俨然把废旧货
车当成了自家仓库。

在当今城市停车位极度紧张
的情况下，“僵尸车”长期停放会占
用公共资源，且一些“僵尸车”破烂
不堪，周围垃圾成堆，逐渐成为卫
生死角，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希望
有关部门加大对“僵尸车”的治理
力度，确保公共停车位服务于民，
市容环境整洁靓丽。同时，呼吁广
大车主文明规范停车，共同营造良
好的城市环境，助力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

莫让“僵尸车”侵占公共资源

■ 本 报 记 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齐亚芳 陈静

调解婚姻家庭矛盾，为独居老人
解决生活困难，亲子课堂上与家长商
讨“幼小衔接”问题……在东昌府区新
区街道的25个社区，活跃着一支由街
道妇联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她们既管
老又管小，是社区妇女的“娘家人”。

志愿服务解难题

“张阿姨，您家里的事都协调好
了，现在没什么变化吧？”5月20日，周
五，又到了志愿者左婷婷在新区街道
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值班的日子。刚进
办公室，她就通过电话对前期服务的
居民张阿姨进行回访。

上周，因家里老人丧葬费分配问
题，文锦苑社区张阿姨夫妻二人闹起
了矛盾。左婷婷三番五次到张阿姨的
几个姊妹家里了解情况，分别进行沟
通、调解。在左婷婷建议下，全家人把
所有账目都摆出来，并一起商定了分
配方案，一家人和好如初。调解完后，

张阿姨来到婚姻家庭辅导中心，眼含
热泪紧紧抱住左婷婷：“闺女，你真为
我解决了大难题！”

新区街道创新工作方式，以居民
需求为导向，整合优质资源，把妇联工
作融入基层，让妇女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重要作用。新区街道婚姻家庭辅导
中心共招募了30名志愿者，有像左婷
婷一样的心理咨询师，还有律师、退休
妇联干部、热心大妈等。以中心为平
台，该街道设立了妈妈学院、亲子课
堂、心理驿站和成长乐园等，让辅导更
具针对性。

“一老一小”都有微笑

5月17日，新区街道“微笑服务站”
的社工周文博和谷韩轲，来到国棉厂
家属院李文华家，为其安装了安全扶
手。

今年79岁的李文华是独居老人，
腿脚行动不便，像如厕起身这样的小
动作都很难完成。了解情况后，两人
第一时间准备好材料，上门为老人安
装扶手、加装安全护栏。“这下可帮了

我大忙了，现在在家里活动，上厕所再
也不用担心了。”李文华给志愿者端上
一杯热水，脸上笑开了花。

“首先家长不要有焦躁心理，要积
极和孩子沟通，倾听孩子的心声，帮助
孩子适应新的环境……”5月21日，阿
尔卡迪亚社区红旗驿站的家长学校培
训会上，光明小学的老师正在给学生
家长进行培训。

社工贺丹在阿尔卡迪亚小区走访
时，居民谷明明反映孩子马上要升小
学了，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适
应幼升小的学习生活。新区街
道妇联立即与光明小学、
心理咨询师对接，为
家长们送上了这场
培训。“很多年轻家
长面对‘幼小衔接’
有焦虑感，现在听了
专家的辅导，心里踏
实多了。”谷明明说。

“一老一小”关
乎每一个家庭的幸
福和谐。在社会基

层治理工作中，新区街道妇联在辖区
25 个社区、300 余个单位成立妇联组
织，派驻“联动指导员”。同时，通过与
社会组织合作，借助“红旗驿站”“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雷锋超市”等服务平
台，打造了妇女群众“点菜”、妇联组织

“做菜”、妇女群众“品菜”的新型服务
模式，提供婚姻家庭辅导、亲子服务、
养老护老等公益服务，真正将“娘家
人”的温暖送到广大妇女心中。

社区里来了“娘家人”

本报讯 （记者 刘敏） 高唐县全
面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聚焦群众在城市品质活力方面的
新期盼，将路网、管网、水网、绿网、文
网五“网”融汇，打造城中有湖、湖中有
城的品质宜居公园城市。

构建快速通达的城市路网。高唐
县对城区主次干路进行全面改造提
升，到2025年，打通14条断头路。根据
道路断面结构，完善慢行系统，建设可
进入、可享用、开放式、闭环型的城市
绿道，打造主路快速、绿道慢行的畅通
之城。

改造城区雨污分流管网。围绕全
省“两清零一提标”工作部署，以“污水
封闭运行、高效处理，雨水分段消纳、
快速排放”为目标，高唐县推进地下管
网清淤和管网普查，建立了电子数据
库和三维信息平台，基本解决困扰多
年的地下雨污管网不明、地上高程不
清的问题。对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及道
路提升进行一体化设计，第一轮汛期

积水严重的6个主要路段已全部开工，
预计6月份完成，将破解“城区看海”局
面。

贯通城区生态河湖水网。高唐县
具有得天独厚的水系资源，按照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
求，自 2022 年起，逐步实施连通二干
渠、新唐公沟为主体的水系，打造活水
滋润城市、群众亲水近绿的碧水之城。

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网。自2022
年开始，高唐县逐步建设、改造、完善
城市“广场公园”“口袋公园”“水系公
园”“绿道公园”，分段实施官道街“线
状”公园建设，打造环形绿道公园，拓
展群众活动和休闲空间，打造宜居宜
游、近悦远来的公园之城。

融汇城市书画历史文网。依托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深厚底蕴，高唐
县将书画元素、锦鲤产业、历史建筑、
驿道文化、红色血脉等元素融入城市
建设，实施书画元素上路上桥工程，打
造融古贯今、文脉穿行的文化之城。

聚力五“网”融汇

高唐打造品质宜居公园城市

本报讯（记者 薛蓓蓓）我市出
台措施拉动汽车市场回暖，6月30日
前在市内购置新能源车并上牌最高
可领 6000 元消费券，报废旧车并购
置新能源车最高每辆补贴可达 7000
元。

记者从《聊城市促进汽车消费的
若干措施》中了解到，我市对在市内
购置新能源乘用车（二手车除外）并
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购置20万元（含）
以上的，每辆车发放6000元消费券；
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
的，每辆车发放4000元消费券；购置
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3000元消
费券。

对在市内购置燃油乘用车（二手
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购置

20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发放5000
元消费券；购置 10 万元（含）至 20 万
元（不含）的，每辆车发放3000元消费
券；购置10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
2000元消费券。

报废旧车并购置新车（二手车除
外）的个人消费者，在上述标准基础
上，每辆车发放的消费券金额增加
1000元。

该政策从5月24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6 月 30 日。我市支持有条件的
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提高汽车消
费券发放金额，鼓励汽车销售企业按
一定比例配资让利，提高消费券“乘
数效应”。我市将加强汽车消费政策
宣传，举办汽车展销、汽车下乡等活
动，扩大汽车市场供给。

我市出台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

购新能源车最高可获6000元消费券

5月24日，市民在聊城公园“加强疫情防控 实行游客分流”的提示牌旁走
过。我市各景区、公园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在测温、扫码验码、查看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同时，对游客接待量进行总量控制、限量管理，防止游客聚集。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通讯员 金增秀） 我市
着力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信
息透明度，及时回应群众防疫关切，
消除群众疑虑，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
识，凝聚疫情防控合力。

围绕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市卫生
健康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就物价
稳定、抗原检测、网购快递等群众关
切，回答记者提问。以官方微信公众
号“聊城卫生健康”为基础，与省级、
县级媒体联动，构建政务新媒体矩
阵，确定信息发布机制，织密疫情防
控“信息网”。今年3月辖区出现疫情
以来，我市持续发布疫情风险地区查
询方式、入聊返聊人员管理政策、个
人防护提示、核酸检测途径等，同时
升级疫情防控线上服务功能，在“健
康聊城”微信服务号专设“疫情服务
平台”，开通核酸检测、新冠疫苗接种

预约、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等功能。
我市还通过“聊城卫生健康”公众号
公布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
新冠疫苗预防接种门诊、疫情防控咨
询服务电话、心理援助热线等信息。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卫生健康、
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动，加大对涉疫
谣言的打击力度，联合发布不信谣、
不传谣倡议书，及时推送、转发涉疫
辟谣信息，通过发表倡议书、一封信
等方式，提醒群众主动落实最新防疫
措施。为加强警示教育，聊城以案明
纪、以案促改，发布相关通告，划定疫
情防控“基准线”，在“聊城卫生健康”
公众号开设“疫情防控曝光台”栏目，
对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行为及
处罚情况进行曝光，有效发挥警醒、
震慑作用，增强群众履行疫情防控责
任的自觉性。

我市提高疫情防控信息透明度

志愿者到居民家中走访志愿者到居民家中走访。。■■ 陈静陈静

本报讯 （记者 薛蓓蓓） 公益宣
传牌随处可见，摊位垃圾日产日清，经
营设施定期消毒清洗……高新区积极
规范农贸市场秩序，擦亮城市文明窗
口，倾力打造放心“菜篮子”。

“针对常见的占用公共区域现象，
我们划行规市，大力整治出门头经营
行为，对经营户丢弃的菜叶、瓜果皮等
进行及时清理。”该区发展环境保障部
综合办公室主任龙秀生说。

高新区在农贸市场出入口设置公
益广告、宣传标语、文明经营提示牌，

在显著位置设置农残公示牌、健康教
育宣传栏、禁烟标识等。加强“除四
害”工作力度，彻底清除蚊、蝇孳生场
所和卫生死角，做到防蝇、防尘、防蟑
螂、防鼠。督促市场主办方规划建设
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消防等
设施，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在醒目位
置设置消费投诉举报电话，引导业户
亮证亮照经营，不售卖冒伪劣商品，做
到文明诚信经营。督促市场开办方合
理规划停车区域，整顿交通秩序，为广
大市民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高新区提升农贸市场“颜值”

本报讯（通讯员 付立斌） 今年5
月，临清市以“助残日”为契机，组织开
展系列爱心助残活动，并同步启动促
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

在助残活动现场，多家企业组成
招聘专区，提供不同类型的职位，帮助
有需求的残疾人快速求职就业。参与
企业获得职业专家及残联提供的就业
指导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提供更
多的服务保障。临清市残联为用人单
位发放了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资金，
鼓励企业给更多残疾人提供就业机

会，为盲人按摩机构颁授了“盲人按摩
机构品牌化建设规范店”牌匾，激励残
疾人自强不息。工作人员发放了惠残
助残政策宣传册，并就市民关注的热
点问题进行答疑。

三年行动中，临清市残联将重点
抓好残疾人就业法规政策宣传、残疾
人就业专项行动、残疾人就业先进典
型宣传等工作，帮助用人单位明确自
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助力消减对残
疾人就业的歧视与偏见，加快促进残
疾人就业创业和社会融入的步伐。

临清启动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

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附近，一辆“僵尸车”长期霸占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