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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记者 许金松） 1
月 6 日，在聊城开发区周公河养老中
心，两位工程监理工作人员在主体建
设完成的项目现场走过。目前，聊城
开发区周公河养老中心项目16栋楼主
体建设完成，并已全部通过验收。

聊城开发区周公河养老中心项目
于 2021 年 7 月份开工，位于周公路以
南，花园路以东，周公河以北，二干路
以西，总建筑面积约计13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7亿元。该项目共规划建设16
栋楼，其中西区为养老康复理疗医院，
共4栋楼；东区为养老公寓、适老化住

宅及配套公建，共12栋楼。根据目前
的施工进度，所有项目预计今年 5 月
可达到综合验收条件，10月开始试运
营。

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
做实基础性民生，完善“一老一小”服
务，争创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试点市。周公河养老中心项目
作为2022年全市十大重点民生项目之
一，建成后将向社会提供659套养老公
寓、1000余张医院床位，可有效缓解人
口老龄化加快带来的养老压力，为创
建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

试点市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智慧医养相

结合模式，秉持“颐养+医疗高品质养老
生活”的设计理念，项目设有养老医院、
养老公寓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提供单
间和小户型公寓及智能化公共服务设
施全方位照料老人，同时为满足老人运
动、娱乐及健康饮食需要，配套设有营养
自助餐厅、室内游泳馆、健身娱乐场所
等。该项目致力于为老年人打造高品
质的晚年生活，为全市未来养老搭建高
端服务平台，体现人文关怀，为社会提供
一个新型智慧养老服务社区。

2022 年全市重大民生项目名单
中，开发区共有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新
校区建设项目、周公河养老中心项目2
个项目入选。为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开发区围绕各重点项目组建工作专
班，开展“一对一”帮包服务，并建立任
务、进度、问题、责任四张清单，确保任
务到位、责任到人。同时，开发区进一
步强化要素保障，完善“要素跟着项目
走”机制，全域统筹土地、资金、环境容
量等指标，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保
障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建成。

开发区周公河养老中心项目主体通过验收

■ 朱海波

浓浓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随
着防疫形势的好转，聊城古城区四
条大街人来人往，各种各样的美食
闪亮登场，南腔北调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久违的热闹劲又回来了，这
种回归来之不易，让人欢喜。

好环境不仅是衡量文明程度
的标尺，也是烟火气更坚实的支
撑，与烟火气同样回归的，还应有
文明风。置身其中，让人感受到的
不只是热闹，还应有惬意。如果环
境脏乱差，那热闹的场景也长久不

了。试想，谁会喜欢往一个环境不
好的地方去呢？环境好不好，大家
是会用脚步来投票的。

好环境是优质的公共资源，它
不光能带来赏心悦目的观感，更能
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产生更好的
社会效益，它是每个游览古城的人
共同的脸面，大家都要往脸上涂脂
抹粉，让脸上有光，让人来了还想
来，如果让人来一趟就再也不想来
了，那就不是抹粉，而是抹黑了。

愿每双手都是抹粉的手，不是
抹黑的手。

让烟火气“牵手”文明风

1月1日，欢乐的人群在热闹的古城大街走过 ■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刘敏） 1 月 8 日上
午，2023 年夏季高考外语听力考试结
束。聊城 4.6 万名考生参加了这一考
试。

夏季高考外语听力测试，是高考的
重要一部分。我省新高考于2020年落
地，夏季高考外语听力考试与笔试考试
分开进行。其中，外语听力测试有两次
考试机会，两次听力考试间隔约 20 分
钟，取两次成绩中较高的成绩作为有效
成绩计入高考总分。

夏季高考外语听力在冬季开考，有
利于避开夏季雷电等恶劣天气，较好保
障考试安全、公平公正，也有利于减轻6
月份考试的压力。同时为后续我省条

件成熟时，在听力考试基础上增加机考
口语测试创造条件。

此次外语听力考试结束后，不少考
生表示，今年的听力考试有一定难度，
不过第二次测试要比第一次简单。

夏季高考考生的录取总成绩由3门
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自主选择的3门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成绩组
成，总分为750分。其中，统一高考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的卷面满分分值均为
150分，总分450分；考生选择的3门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每科卷
面满分分值均为100分，转换为等级分
按满分100分计入，等级考试科目总分
300分。

夏季高考外语听力考试结束
聊城4.6万名考生参考

■ 本报通讯员 解斌

“李书记真是帮了俺家大忙了，有
了这个证，以后有什么优惠政策，我们
就能享受到了，太感谢了！”1月6日，谈
起村党支部书记李勇良给自己代办残
疾证，高唐县固河镇北辛村村民李文昌
赞不绝口。

李文昌今年82岁，眼睛视力模糊多
年。以前，他也打听过办理残疾证的流
程，但手续比较麻烦，还得到市级医院
做视力监测，因出门行走不便，“怕麻
烦”的他只能一直拖着。

2022年4月初，新上任的村党支部
书记李勇良了解到李文昌这一情况后，
自行驾车带着李文昌去聊城市人民医
院做视力测试，经过一上午的跑前跑
后，终于拿到了视力监测报告。第二
天，李勇良又将李文昌的身份证、户口
本及办理申请残疾证所需的各种表格
送到镇残联，很快让李文昌领到了视力
二级残疾证，使李文昌享受到了党的助
残政策，保障了一家人的权益。

在高唐，像李勇良这样的残疾人服

务“代办员”有1000余人。为了给残疾
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高唐县委组织
部、县民政局、县残联三部门协同开展
残协建设指导工作，通过落细落实残协
建设，推动村（社区）残疾人组织建设全
覆盖。目前，高唐县通过换届选举成立
了97个村（社区）残协，选举产生了残协
主席、副主席、委员和残疾人工作小组
长、康复指导员。协会由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爱心助残企业家、各自然村党
支部书记、乡村医生及1名专职委员等
组成。截至目前，全县残协会员已达
1000余人，他们奔波在服务残疾人的一
线，为残疾人帮难解困，奉献爱心，实行
服务代办，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为
残疾群众办实事1000余件。

固河镇大湖集村的残疾人王彩珍
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一度对生活
失去信心。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唐县
残联率先为王彩珍捐款1000元，并积极
组织协会中的助残爱心企业家开展爱
心助残活动，为残疾人送去实实在在的
服务和关爱。

高唐

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1月7日，在茌平区贾寨镇文化站
复兴少年宫，小朋友们和贾寨镇书法
爱好者一起挥毫泼墨书写春联、福字，
计划将完成的500副春联、福字送给
村民。 ■ 赵玉国 肖迪哲

■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
就是年。”进入腊月，春节便一天天地
近了，赶年集、备年货就成了很多人心
中最有年味儿的一项活动。

1 月 7 日，农历腊月十六，茌平区
振兴街道林庄村的大集上已是年味儿
十足。卖鸡鸭鱼肉的，卖衣服的，卖春
联的，卖糖葫芦、棉花糖、年糕、油饼
的……各个摊位前都围满了选购年货
的市民，一派火热的“忙年”景象。

茌平大集是农历“逢一遇六”成
集，临近春节，大集也就成了年集。

今年75岁的韩宗英一大早就来到
集上，为了方便采购，他特地在自己的

电动车后座上绑上了一个不小的方形
塑料筐。“快要过年了，要买的东西多，
我每个集都来，总担心落下什么东
西，”韩宗英边说边拿起鲜花摊位上的
蝴蝶兰和摊主讨价还价，“我多要两
棵，这大年下的，你给我便宜点儿呗？”

“行，到年下了，给你把零头抹掉。”讨
价还价中，“年下”悄然成为年集上很
多人的开头语，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
着人们，要过年了。

将选好的蝴蝶兰小心翼翼地放到
电动车后面，韩宗英越看越喜欢，“以
前没条件，现在日子好过了，过年摆上
几盆花，看着喜庆，心里也高兴，”边说
边推起他的电动车，“我得再去前边买
点儿烤地瓜和糖炒栗子！”

卖花的摊主潘傅庆告诉记者，他
家里种了4.5亩的庭院花卉，在附近集
上卖花卉已经8年。“这赶集也是一种
文化，吃的喝的用的，要啥有啥，多热
闹！”潘傅庆说，不到3个小时，他已经
卖了半车鲜花，“我可是这集上卖花最
厉害的，不光年下生意好，平时生意也
不差。”看着摊位前络绎不绝的顾客，
潘傅庆喜笑颜开。

“五香面、胡椒面、孜然面、辣椒
面、花椒面，包个包子调个馅儿，离不
了的五香面，真香啊！”卖调料的摊位
前，小喇叭不停地播放着老板录制好
的顺口溜，为自家的调料吆喝着。

“婶子，你来赶集啊，最近身体咋
样？”集市上，问候声、吆喝声和讨价还
价的声音此起彼伏，路边包子摊上的
大包子热气腾腾，包子的香气顺着风
飘到集市的空气里，成为了最踏实的
烟火气。

“新年到，新年到，小姑娘戴花，小
小子放炮。”集市上，拿着棉花糖的小
姑娘盯着摊位上粉粉嫩嫩的蝴蝶结发
饰目不转睛，小男孩则拽着父母的衣
服在卖烟花的摊位前不肯离开。

“大娘，你穿这件衣裳多精神！”
“好看不？咱也买件新衣裳过年！”在
一家服装摊位前，76岁的王桂兰不时
拽拽试穿的新衣裳衣襟，乐得合不拢
嘴，“年下不光年轻人买新衣裳，咱也

得给自己买一件”。
“哎……崩爆米花的来了……”张

建英的吆喝声刚刚落下，“砰”一声新
鲜出炉的爆米花，引得路过的大人小
孩儿纷纷驻足观看。“一锅10元，小袋
的5元。”见有人围过来，张建英赶紧报
上爆米花的价格。

当爆米锅上的计压器，温度和压
力达到合适的时间，张建英就会吆喝

“哎……爆米花来咧……”随着“砰”的
一声巨响，大肚子爆米锅喷出一股白
烟，一颗颗“白胖胖”的爆米花就“飞”
到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长袋子里，空
气中瞬间飘散着一股爆米花的香甜。

张建英今年60岁，和老伴一起在
集上做爆米花生意 4 年，一个生铁铸
造、颜色黝黑的大肚子爆米锅，小炉子
连着液化气罐，就是他和老伴制作爆
米花工具。“除了棒子（玉米），大米、薏
米等都能爆。”张建英说，虽然现在人
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店里也有成桶
的爆米花，但买这种传统爆米花的人
并未减少。

在旁边带着孩子观看张建英做爆
米花的刘静说：“这种传统的爆米花是
我们小时候的快乐，但现在的孩子却
没见过，现在虽然很多东西超市里都
能买到，但赶集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
这儿就是为了凑个热闹，带孩子来感
受‘年味儿’”。

项目施工现场项目规划方案

茌平林庄村大集

走！去集上觅“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