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文昌车辆购置税，税收缴款书第一联(号：00263030)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聚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件号：

371701557888270）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聚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证件号：

371729200003057）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聚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菏泽开发区聚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执质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菏菏泽泽今今年年新新增增养养老老床床位位88880000张张
将达到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6张

本报菏泽2月27日讯(记者 张
建丽) 27日，第22届菏泽国际牡丹
文化旅游节总结暨第23届牡丹文化
旅游节动员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今
年牡丹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与牡丹园
开园仪式合二为一，将于4月16日上
午，在曹州牡丹园东门广场举行，不
再举行开幕式文艺演出。并要求提
前做好解禁旅游大巴进入市区工
作，加强停车管理，实施交通分流，
解决以往停车难、行车难及上下高
速难的热点问题。

为应对每年牡丹节期间停车
难、行车难及上下高速难等交通问
题，今年市交警支队将提前应对，从
4月1日-5月31日，允许旅游大巴等
大型客车在除牡丹南路、青年路、东
方红大街以外的市区道路通行，确
保外地旅游团队在城区正常活动。

市交通运输局提前制定道路旅
客运输工作方案，增加发往曹州牡丹
园、曹州百花园、古今牡丹园的公交班
次。另外在城区主要街道、主干道交叉
口、人员密集场所、大型超市广场、汽
车站、火车站以及公交车站点等处常
年设置“菏泽市交通地图”和“菏泽城
区交通图”，方便外地游客出行。

在旅游景区(点)、停车需求矛
盾突出区域增设临时停车位和临时
停车场，解决停车难、乱问题；提高
服务意识，规范收费行为。

在牡丹园周边道路、黄河路牡
丹路口等重点路段，除常设“牡丹观
赏区”标牌外，再增设临时性“牡丹
观赏区”引导标识牌，分流游客至曹
州百花园、古今牡丹园和曹州牡丹
园西门，减轻人民路交通压力。

在日东高速3号口、18号口，日
南高速376号口、387号口、395号口
分别增设“牡丹观赏区”或“进入牡
丹观赏区，请从此下高速”等引导标
示牌，减轻菏东高速9号出口压力。

菏泽备战

牡丹文化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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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遗
失
声
明

本报记者 邢孟

27日，菏泽市民政工
作会议召开，记者了解
到，2014年菏泽民政工作
将以履行保障基本民生、
优化社会服务、创新社会
治理三大职能为主线，加
强和改进低保工作、社会
养老服务、创建和谐幸福
社区等为2014年民政工
作重点。

2013年1月、10月，菏泽
先后两次提高各类社会救助
标准，提高幅度为历年之最。
2014年，全市城市低保月保
障标准继续执行350元，人均
月补差210元；农村低保年保
障标准由2000元提高到2300
元，人均月补差由110元提
高到120元；农村五保对象
集中和分散年供养标准继
续执行3800元和2800元，
供养机构运转经费每人每
年1200元。

同时，扩大城乡低保覆
盖面，确保城乡低保对象达
到城乡人口的4%。凡五保供
养资金没有列入县级预算
的，今年起必须纳入预算，确
保五保供养对象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集中供养率达到
70%以上。

医疗救助最高限额提高
到20000元，符合救助政策的
大病患者，经新农合或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后，政策范围
内自付费用，限额内救助比
例提高到60%，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比例执行70%。

提高救助标准

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菏泽年内全市新增养老
床位8800张，床位总数达到
37700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
床位数达到26张。

坚持推进中心敬老院建
设，争取每县区新开工建设中
心敬老院1-2处，全市新开工建
设中心敬老院15处以上。新建
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70处，新建农村养老互助幸福
院180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3
处。年内每县区培训初级养老
护理员不少于50名，市培训中
级养老护理员不少于200名。

增进社会养老服务

进一步完善优抚对象精
神抚慰制度，开展为现役军
人家庭和重点优抚对象发放
光荣牌活动；大力推进市荣
军医院搬迁工作进程，实施
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优抚医

院等级管理，提高优抚医院、
光荣院的制度化、规范化管
理水平和轮流休养水平，并
为优抚对象进行一次健康查
体。

鼓励和支持退役士兵创

业，加强其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增强退役士兵在就业创业
上的竞争力。加大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自主择业退役士兵一
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的督导
力度，确保落到实处。

鼓励退役士兵创业

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建设，
年内力争168个乡镇办事处都
建成1处新型农村社区，重点
打造10个高标准示范社区。

大力推行社区“网格化”
管理模式，动员网格内驻区单
位、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事务
管理，打造全覆盖、无缝隙的

社区管理新格局，发展基本公
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志愿服
务与居民互助服务相结合的
社区化服务体系。

创建和谐幸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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