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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庞晖 姚立峰） 10 月 26
日，笔者从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为进一步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障
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我市启动2022年9
月份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这是继今年
9 月我市启动 2022 年 8 月份价格补贴
联动机制之后，第二次启动该机制。

根据省、市相关政策文件，经国家
统计局聊城调查队测算，我市2022年9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 2.3%，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 4.1%，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中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7.5%，
达到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启动条件。市
发展改革委报请市政府同意后，会同市

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6部门，
确定对 9 类保障对象发放 2022 年 9 月
份价格临时补贴。

据了解，2022年9月份价格临时补
贴标准较上月略有提高，补贴总金额为
482万余元，发放对象为全市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
助的优抚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领取失业补助金人员、低保边缘人口，
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总计17万余人。

截至目前，本次价格临时补贴已按
要求发放到位，有效缓解了物价上涨对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针对特殊困难群体 补贴标准略有提高

我市9月份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到位

本报讯 （记者 吕晓磊）“您
好，请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然后在
前面做好登记。”10月28日，在聊城
新世纪电影城，工作人员不时提醒
前来观影的顾客。

记者在该电影院看到，有关疫
情防控的标识随处可见。影院的入
口处专门设置了测温台，上面摆放
着口罩、消毒液等用品，观众入场时
需要出示健康码、行程码，有专人对
观众进行体温测量和信息登记。

在“淘票票”等线上购票平台，
记者发现系统已经推出“一键隔座售
票”的设置功能。在系统操作页面
上，影院管理者只需通过一键设置，

即可快捷地将售票系统改为交叉隔
座售票，确保观众间距1米以上，减
少人员接触。

目前，我市影院严格执行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格控制排座率，
对大堂、影厅、卫生间、走廊、疏散通
道等公共区域，每日进行不少于 2
次的喷雾消毒；对售取票机、商品售
货区、自动贩卖机、公共区域座椅、
入口闸机、卫生间等重点区域，每日
进行擦拭消毒；安排专人值守在入
场处登记观众信息、测量体温，未戴
口罩和体温 37.3℃以上者不得进
入；不同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
观众聚集。

严格控制排座率

我市影院疫情防控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 苑莘）10月27日，
记者从冠县了解到，近期该县组织向
农村清洁取暖燃气用户集中发放了1.2
亿元天然气消费代金券。

该代金券的发放范围为2020年至
2022年冠县农村地区改造的清洁取暖
燃气居（村）民用户，共计12.0216万户，
每户发放1000元消费券。群众每购买
1 立方米天然气，可使用 1 元消费券。
群众可在2022年10月15日—2023年3
月5日到指定充值点充值，其中消费券

充值的气量只可用于2022年11月15日
—2023年3月15日取暖季取暖使用。

此次代金券的发放，是冠县的一
项创新。该县重新调整燃气补贴政
策，改“先用后补”为“先补后用”，提高
了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用户使用天然气
取暖的积极性。冠县大力推进清洁取
暖提质扩面增效，提高燃气使用率，降
低散煤、土炕污染。目前，该县共改造
完成14.66万户，农村清洁取暖率达到
90%以上。

冠县发放1.2亿元天然气消费代金券

本报讯（庞晖） 10月25日上午，
聊城市科学技术协会与聊城市高铁新
区管委会举行双方战略合作暨聊城市
科技馆项目签约仪式。

聊城市科技馆项目位于泰和路
以西、郑楼街以南、西关街以北，占地
47.27 亩，总投资约 2.79 亿元，总建筑
面积 3.396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科普
展教厅、科技成果展示厅、科普宣传
厅、互动性科技娱乐厅、学术报告厅、

科普制作厅等。作为举办科普教育、
科技传播和科学文化交流活动的综
合性科技场馆，聊城市科技馆建成
后，将以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思
维为目的，通过体验式、互动性的科
普科技展示，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
发挥“启迪思想、探索科技、创新未
来”的社会教育作用，为聊城市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
质提供强大推动力。

聊城市科技馆项目正式签约

■ 本报记者 林金彦

10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50 分，39 岁
的郭献文和妻子栾晓雪来到市城区文
苑路的面食摊点，从车上卸下新鲜食
材，收拾好灶具和餐具。11时，前来买
饭的市民络绎不绝。二人穿着正红色
工装，为顾客制作土豆粉、炒面等，忙
碌而快乐。

说是面食“摊点”，其实是一间 6
平方米的小屋。这间小屋由东昌府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陈庄股份经
济合作社共同改造建设，在这条街上
共有 37 户，组成了文苑路便民“摊点
群”。时至中午，秋日的阳光暖暖地
照在这些绿色的板房上，文苑路上人
流如织，浓浓的烟火气已经融入他们

的生活。
金柱大学城片区居民小区、学校

集中，居民多达4万余人。周边无便民
市场，以前有很多流动摊点，成为城市
管理的难点。“那时候这些小摊贩一查
就跑，天天‘打游击’。”东昌府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执法三中队队长王爱民介
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一开始划
定了临时经营规范摊点，让商户定时
定点经营，但效果不明显。2019年，他
们与陈庄股份经济合作社经过研究决
定，对临时摊点实施升级改造，采取疏
堵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在文苑路东
侧集中设置了便民“摊点群”，划定专
门的经营区域，并由专门工作人员进
行管理。

当日，记者在文苑路看到，一间

间墨绿色的售货亭南北方向整齐排
成一排，每间售货亭前都统一放置了
垃圾桶，屋内配备了油烟净化系统、
安装了空调，整个操作间干净整洁。
而且，这条街上所有的商户全部使用
电能源操作，并安装了漏电保护开
关，远离液化气罐，方便又安全。“这
条街上的摊点都建立了电子管理台
账，卫生和秩序由专门公司负责。市
场监管部门也定时抽检，保障了食品
安全。”王爱民说。

不仅如此，文苑路便民“摊点群”
的商户全部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不少
商户还开通了外卖业务。“摊位改造
后，生意很好，再加上外卖，收入至少
增加了两成。”郭献文对此很有感

触。他于2016年开始摆摊，亲历了文
苑路的变化，对现在的改变十分满
意。

目前，文苑路已经成为聊城的“网
红美食街”。“我们还会继续建设二期，
全部建成后，将达到70余户，安置就业
近200人。”陈庄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李庆磊介绍。

“城市管理要下足绣花功夫，要
践行‘七分服务、二分管理、一分执
法’工作方法。”东昌府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局长谭宪鹏表示，通过建设
便民摊点群，引导流动摊贩规范、有
序经营，让“地摊经济”散发烟火气
的同时，兼具文明风，实现了城市的
精细化管理。

“摊位改造后，收入增加两成”
——商户点赞文苑路便民“摊点群”

10月30日上午，在市城区兴华西路广场社区国税局核酸检测
采样点，社区工作人员正利用手机提醒居民核酸检测注意事项。
在该采样点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公益岗工作人员共同维
护秩序，他们坚守一线，织密疫情防控网，筑起守护居民健康的安
全墙。

■ 本报记者 张琪

10 月 29
日，在东昌府区
陈口路核酸检
测采样点，附近
社区的居民正
排队有序进行
核酸检测采样。

■ 吴建正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10 月 26
日，在高新区珠江东街道路与排水工
程施工现场，车辆穿梭，机声隆隆，工
人正在紧张施工。目前，项目雨污水
管网铺设已经完成，预计11月中旬全
部完工。

珠江东街是高新区今年新建的市
政道路工程之一，总投资2700万元，全
长1100米，面积33000平方米。项目竣
工后，将显著改善城市通行条件，同时
完善城市排水系统，提升城市行洪排
涝能力。今年以来，高新区总投资2.7

亿元用于市政道路建设，共建设实施
11条道路排水、1项综合管廊、7条道路
绿化、1 座桥梁等市政工程，着力畅通
城市“微循环”，为群众出行创造更加
便捷的交通环境。在工程建设中，高
新区加大施工人员、机械设备投入，科
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工序，尽可能
减少对周边群众出行及道路沿线企
业、商户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截至
目前，之江街、珠江西街、湄河东路、珠
江东街、华山路部分路段共计4.8公里
的道路已经建成通车。

高新区畅通城市“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