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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柳青

炎热的盛夏，没有一丝凉风。6月
26日下午3时，和往常一样，外卖小哥
李强提着一个大号的塑料水杯走进临
清市快递行业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接了一杯绿豆汤，坐在沙发上，感
受着空调吹出的凉风，整个人精神了
很多。“我们送外卖的，白天就这个点
能喘口气歇会儿，平时外卖订单不断，
经常跑一上午单，带的水都喝完了。
这里冬天有热水，夏天有矿泉水、绿豆
汤，可以热饭、充电，如果有时间，还
可以看看报纸杂志，下下象棋，很贴
心。”李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笑着
说。

走进临清市快递行业工会户外劳
动者站点，尽管地方不大，但桌椅、沙
发、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器、雨
伞、应急药箱……各种设施物品一应

俱全。“由于近期天气比较热，站点新
添了绿豆汤，早上 10 点就打开了空
调。每到下午2点以后，这里便热闹起
来，送完单的外卖、快递小哥们陆续过
来。别看这儿只有十几平方米，但是

‘五脏俱全’，方便快捷，极大地满足了
户外劳动者的需求。”站点负责人介绍。

据悉，为切实解决户外劳动者吃
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充电难
等实际问题，临清市总工会坚持“靠街
临路、就近便利”的原则，发动银行、社
区、商圈、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建设，
在综合考虑人员流量、站点面积以及
服务管理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

“单独建”“联合建”“依托建”等多种方
式，打造“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
水、急可入厕、累可歇脚、伤可用药”的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18家和“小
哥加油站”20处，服务职工13600余人
次。其中，临清市快递行业工会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先后被评为2022年全
国和山东省最美站点。

为了让驿站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根据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送餐员、
公交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实际，
临清市总工会积极联合各镇（街道）工
会做好调研工作，整合场地和资源，努
力协调建设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在全市
范围各主要街道、户外劳动者和商铺比
较集中的地方，按照位置合理、面积合
理、距离合理的要求，增设站点，加大覆
盖范围，打造“5分钟服务圈”，力求实现
全市统一规范发展。

为了让户外劳动者找得到、进得
来、用得好，临清市总工会不断完善户
外劳动者站点管理制度，设置醒目标
识，将站点纳入“齐鲁工惠”App的“阵
地导航”模块，通过一键查询即可实现
附近站点自动推送、服务资源快速获
取等。为确保站点正常开放、设备设

施功能完好，站点委派专人负责，做好
动态管理，及时补充更换相关药品、物
件和设施，保障最大限度发挥站点功
能。

同时，临清市总工会不断拓展站
点功能，依托服务站点开展夏送清凉、
冬送温暖、困难帮扶、法律援助、政策
宣传等活动，为职工提供一站式志愿
服务。利用小站点发挥大作用，力求
把站点建成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站、思
想政治文化的宣传窗、联系职工群众
的连心桥。

临清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张金明
表示，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始终以标准
完善的设施配备、规范有序的运行管
理和优质热情的服务保障，努力打造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惠民品
牌，让站点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的“充
电堡”“加油站”“暖心窝”，切实增强户
外劳动者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小站点彰显大情怀
——临清市总工会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绿荫”

外眼看聊城

本报讯（吕赵一诺）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今年以来，开发区多措并
举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抽检479批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
全风险，全力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坚持质量
先行，深化农批市场“五项制度”，最大
限度减少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坚
持示范引领，指导周公河农批市场创新
打造“线上周公河平台”，成功与省局研
发的“山东菜场”对接，打造出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的智慧化综合平台。坚持

智慧赋能，协调周公河农批市场、建设
银行探索构建“码上追溯”新体系，让鲁
西菜篮子质量底色更足，人民群众安全
感成色更足。

食品抽检是防范化解食品风险隐
患的重要抓手，开发区市场监管部持续
加大监督抽检力度，高举抽检“利剑”，
为全区群众“舌尖安全”保驾护航。今
年以来，开发区市场监管部聚焦农村食
品、校园食品、食用农产品等放心工程
攻坚任务，开展学校食堂、农村食品、食
用农产品等专项抽检活动479批次。

开发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抽检479批次

本报讯 （记者 张承斌） 6 月 27
日，阳谷县高庙王镇孔盛村村民张先生
拨打党报热线2921234反映，村里主干
道之前因施工被挖开，至今没有修复。
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了解。

张先生介绍，今年 4 月以来，孔盛
村铺设下水道，路面中间被挖开。下水
道铺设完毕后，施工人员打好了混凝土
垫层，但是一直没有铺设沥青，导致路
面中间形成了深六七厘米、宽几十厘米
的“凹陷”，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麦收
前垫层就打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铺设沥
青，现在的路面不好走，特别是对骑车
的老人来说有一定安全隐患，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协调解决。”张先生说，这种情
况在邻村胡庄村也存在，希望能一并处
理。

记者就此联系了阳谷县高庙王镇
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孔盛村和胡庄
村路面之所以未铺设沥青层，是因为
垫层打好后，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自然
沉降，以发现和解决路面可能存在的
不平整问题。此外，前段时间适逢麦
收，施工方人手紧缺，导致未能动工。
目前，施工方已经开始清理村庄之前
施工造成的路面垃圾，并尽快启动上
述两个村庄的沥青层铺设工作，近期
即可完成。

村里道路何时修复？
相关负责人：已开始清理路面垃圾

本报讯（记者 苑莘） 记者6月28
日从东昌府区了解到，该区在“爱山东”
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搭建的义务教育学
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将于 7 月 20 日开
放。该平台将实现招生工作全流程信
息化管理。

为解决家长和学校在招生入学工
作中存在的现场集中排队、耗时过多、
往返多次、证明材料繁杂、学校审核环
节多、材料甄别难等痛点和难点问题，
东昌府区在“爱山东”移动政务服务平
台东昌府区分厅上线“义务教育招生”
服务，采取一件事一次办，联通公安户
籍、出生证明、不动产权等多个部门的
数据资源，通过数据共享，一网通办，实

现招生工作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届时，家长注册并登录“爱山东”移

动政务服务平台，进入东昌府区义务教
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照提示输
入信息，即可完成申报流程，全面实现
义务教育招生“一网通办零跑腿”。

为保障适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顺
利入学，东昌府区教体局对城区中小学
进行了入学登记培训，组织开展了线上
线下家长会，通过政策讲解、业务指导、
现场演示等方式，“面对面”讲政策，“手
把手”教操作。东昌府区大数据服务中
心将做好“爱山东”平台使用的技术支
持工作，及时解决在报名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

东昌府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7月20日开放

本报讯 （文/图 记者 刘亚杰）
“我知道这座楼，是光岳楼，它已经有
近700年的历史了。”近日，在聊城中国
运河文化博物馆，来自印度的桑托什·
库马尔一家站在30米长的《东昌盛景
图》数字国画前接连赞叹，“真的是太
神奇了，简直像真的一样。”

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市科技
局主办的“外眼看聊城”系列活动让来
自印度、美国的朋友收获满满。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这里非常
漂亮，让我对聊城的历史和文化有了
更多了解。”桑托什·库马尔和妻子罗
格丽·辛格都来自聊城大学，这次，他
们特意带着父母及3岁的儿子来到聊
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参观。

不久前，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
馆进行了改造提升，提升后的博物馆
融合了数字科技、文物展示、微缩景
观、展板图片等展示手段，全方位、跨
时空、立体化讲述和展示了大运河的
历史变迁、水工科技、人文风情等，为

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惟妙惟肖的剪纸，精雕细琢的东

昌葫芦……聊城大学生物制药研究院
教授王正平（美国籍）边走边和工作人
员热情交流，运河沿岸散落在民间的
诸多非遗技艺让她赞叹不已。

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
脉，极大地便利了人员往来，在中外文
化交流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看
到外国旅行者、传教士、使节团等都曾
在京杭大运河上留下足迹后，参观者
更是感到十分震撼和惊奇。

活动现场，他们还一起体验了香
囊制作，并了解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
的诸多端午民俗。穿针引线、填充香
料、缝合布片……在志愿者的引导下，
大家兴致盎然地尝试着制作香囊。

香囊里面存放有清香的中草药，
不仅可以驱虫，而且可以辟秽、防病。
在得知香囊的功效之后，罗格丽的母
亲尼塔笑着说：“一定要多做几个，放
在家里。”两个小时的活动，欢声笑语

不断，大家不仅一起感受了端午民俗，
还进一步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

“我和妻子来聊城工作已经 5 年
了，这次活动体验非常好。”桑托什·库

马尔表示，“聊城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
化底蕴深厚，还是一座颜值和内涵兼
备的城市，我非常喜欢这里，也很愿意
与更多的朋友分享这里的美好。”

外国友人畅游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

6月27日晚，中华路跨济聊高速大桥在夜幕映照下流光溢彩。中华路跨济
聊高速大桥全长556米，桥梁面积2.3万平方米，连续跨越周公河、济聊高速。大
桥的建成通车，对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方便群众生产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拓
宽北部城市发展空间，重构跨徒骇河发展布局，以交通先行激活区位优势，加快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来自印度的桑托什·库马尔一家在观看《东昌盛景图》数字国画

本报讯 （记者 陈金路） 6 月 28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关于
调整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
通知》，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
上级有关规定，聊城调整 2023 年度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

通知明确，2023 年 7 月 1 日起，各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应执行调整后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基数为
2022年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调整后
的缴存基数不得超过本市统计部门公
布的2022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 3 倍，即不超过 22017 元（2022 年
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7339元×

3倍）。最低缴存基数暂按2021年9月
22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
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执行，即聊城市
所辖县（市、区）月最低工资标准 1700
元。月工资额未超过本市统计部门公
布的2022年度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3倍的，以实际工资额计算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额。

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下限各为 5%，上限各为 12%。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本人上年度月
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职工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
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聊城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

流光溢彩 华灯璀璨

本报讯（记者 刘庆功）“参加这
次‘爸’气十足的亲子手工活动后，我发
现带孩子好像也没那么难，而且孩子很
开心，孩子的妈妈也能轻松一下……”
近日，在聊城市妇联举办的父爱专题亲
子活动上，一位爸爸上台分享了自己的
感受。

开展家庭教育，关键是教育父母如
何提升能力去陪伴孩子成长。聊城市妇
联在开展母爱关怀活动，突出妇女在家
庭建设、家庭教育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注
重解决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常常缺位的问
题，创新打造“父爱工作室”“母爱工作
室”，从父亲和母亲的不同角度对家庭

教育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导解决有关问
题，真正把家庭教育指导落到实处。

目前，市妇联在市县两级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中心、高校、心理医院、执委工
作室等相关单位专门共设置了10处“母
爱工作室”和“父爱工作室”。以工作室
为依托，开展线上线下“好爸爸”专题讲
座 23 场，6000 余名父亲参与，评选出
130名“最美爸爸”，为75个家庭提供了
成长教育指导方案。工作室的成立，让
越来越多的父亲意识到了陪伴孩子的
重要性，愿意为家庭付出更多，有助于
更多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健康成长，
度过幸福的少年时光。

市妇联创新打造父爱工作室母爱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