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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城城6600岁岁以以上上老老年年人人超超110066万万
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7 . 1%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记者从
聊城市老龄办了解到，目
前，全市总人口已超过622
万，6 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
1 0 6 万 ，占 人 口 总 数 的
17 . 1%。其中，80岁以上老
年人14万，90岁以上老年
人超过 1 . 8 万，百岁老人
255位，人口老龄化形势日
益严峻。

近年来，聊城市从满
足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
解 决 人 口 老 龄 化 问 题 出
发，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持续加大民生投入 ;引
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大
力发展养老服务业、老年
文体事业，全市老龄事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聊城市把巩固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作为统筹老龄

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保障，全面落实国家、省市
相关惠老政策，社会保障
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现已达到每人每
月100元，全市88万余名老
年居民享受这一待遇;企业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实
现了“十二连增”，百岁老
人、90到99岁老人高龄津贴
按时发放 ;目前，市直89岁

老年人高龄补贴也正在发
放中。农村五保老人集中供
养标准由每人每年5000元
提高到6060元，分散供养标
准由每人每年3500元提高
到3900元。全市基本形成了
以城镇职工医保、城乡居民
医保为基础，以大额救助、
大病保险、离休干部医疗
保障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

聊城发挥社区养老的
依托作用和机构养老的补
充作用，坚持居家养老、社
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统筹发
展。目前全市累计建设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近
1 5 0个、农村幸福院 4 0 0多
处，满足了部分老年人的
居家养老意愿。敬老院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全市53处
敬老院拥有床位14720张，
9748位五保老人在敬老院

颐养天年。民办养老机构
蓬勃发展，数量不断增长，
规模逐步壮大，全市民办
养老机构 3 7家，建设床位
9527张。

同时，为了活跃老人
年文体生活，聊城建立各
类老年大学(学校)34所，在
校学员 5 0 0 0余人。老年文
化、体育、教育设施持续增
加，老年文体组织健康发
展，全市老年活动中心(站、

室 )近4000个。聊城在市民
文化活动中心建设1200平
方 米 的 市 老 年 人 活 动 中
心。老年人广泛开展文体
活动丰富多彩，今年 5月，
在临清市举办山东省老年
人台球比赛，广大老年人
踊跃参与。今年敬老月期
间，聊城集中组织开展老
年文体活动，举办第二届

“银龄杯”中老年广场舞大
赛、“庆国庆迎重阳”2016年

中国体育彩票杯聊城市老
年人健身项目展演等。

据了解，聊城将继续
坚持人文关怀，结合聊城
实际，出台聊城市老龄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不
断探索老龄工作、发展老
龄事业的新思路、新方法
工作，为老年人提供多样
化、多层次、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让每一个老年人
都能安享晚年。

新闻延伸>> 全全市市民民办办养养老老机机构构发发展展迅迅速速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邹宁) 12日上午，聊城市畜
牧兽医局局长、党组书记王
绍军到市长公开电话受理
中心接听市民来电，重点介
绍了支持养驴产业发展的
政策，并对市民提问进行解
答。

王绍军介绍，聊城是畜
牧业大市，也是养驴大市，
近年来，聊城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养驴产业发展，出
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养
驴产业得到较快发展。截止
到今年9月，全市建设规模
养驴场107家，存栏约4 . 5万

头，今年在全市建成扶贫养
驴场100家。

目前，支持养驴产业发
展的政策主要有：积极落实
规模养驴场建场补贴，对养
殖规模超过300头以上的标
准化养驴示范场，政府一次
性奖励扶持10万元；对养殖
规模超过600头以上的标准
化养驴示范场，政府一次性
奖励扶持20万元；对养殖规
模超过1000头以上的标准
化养驴示范场，政府一次性
奖励扶持3 0万元。截至目
前，全市共有35个养驴规模
化示范场通过检查验收，已
兑现奖励资金660万元；加

大融资增信和贷款贴息扶
持力度。截至目前，全市共
发放养驴贷款17011 . 26多
万元，2015年，全市兑现养
驴产业贷款贴息70 . 7 3万
元；探索养驴保险赔付模
式，截至目前，中华联合保
险公司合计承保黑驴20000
头次，投保额120万元，承保
额8000万元，已赔付符合保
险责任内200余头，理赔金
额70万元，赔付率达58 . 3%；
将养驴产业发展和扶贫相
结合，开展新生驴驹补贴，
对参与扶贫的养驴场(户)、
合作社，以每饲养20头育肥
驴或10头母驴带动1个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脱贫为
享受驴驹补贴政策的最低
标准，每新生一头驴驹补贴
1200元。

此外，为促进养驴产业
发展，聊城市畜牧兽医局还
加强科技攻关，开展技术培
训，提升从业人员技术水
平，加强与国家驴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等科研队伍合作，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举办全
国驴产业高峰论坛等会议，
2014年以来，对全市养驴从
业人员在建场规范、饲养管
理、良种繁育、疫病防控等
方面，举办了10期培训班，
培训3000余人次。

市市畜畜牧牧兽兽医医局局局局长长接接听听市市长长热热线线
解读聊城养驴产业发展政策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邹宁 ) 作为畜产品的
主管部门，如何加强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

对市民广泛关注的这
一问题，聊城市畜牧兽医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绍军
表 示 ，聊 城 是 畜 牧 业 大
市，是京九沿线和冀鲁豫
交界地区著名的优质畜产

品生产供应和出口基地，
肉蛋奶年总产量达到 2 0 0
多 万 吨 ，是 济 南 的“ 菜 篮
子”，聊城的畜产品安全，
对济南乃至对山东省、全
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他说，今年年初，聊城
市畜牧兽医局研究制定了
2016年全市畜产品质量安
全专项整治方案，围绕畜

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突出
问 题 ，组 织 开 展 了“ 瘦 肉
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
用抗菌药经营使用、饲料
及饲料添加剂、生猪定点
屠宰等专项整治工作，在
专项整治活动中，全市共
检 查 畜 牧 生 产 经 营 企 业
3 4 0 0多家，出动执法人员
1 . 2 万 人次，查处问题 7 0
起，涉及金额 1 1 . 2 6万元，

责令整改 6 1起，取缔无证
照企业 8家，媒体宣传 1 2 0
次，发放宣传材料 2万份，
指导培训400多场次，通过
专项整治工作的开展，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
升，实现了“确保不发生重
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这一工作目标，保障了广
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狠狠抓抓畜畜产产品品质质量量，，多多举举并并进进守守护护““舌舌尖尖安安全全””

10月9日下午，聊城高新区许营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爱心传递，
感恩母亲”献爱心活动，全校师生踊
跃向蔡树阳患重病的母亲捐款
4296 . 6元。

据介绍，8岁的蔡树阳就读于聊
城高新区许营镇中心小学一年级一
班，去年5月份，他妈妈查出骨髓增
生综合症，为治病已经花了50多万
元，现在每10天就要输一次血小板，
一个月就需要医疗费一万多元，由
于家庭贫困，目前已经负债累累。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徐长春 付朝强 摄影报道

爱爱心心传传递递

10月9日，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影
视传媒系社会实践部、“接力棒”志
愿者服务队走进聊城市柳园街道文
苑社区，在社区内积极开展“重阳节
敬老”志愿活动，向老人们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祝福。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送送温温暖暖

聊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在
日前聊城大学南大门举办“文明出
行，绿色交通”主题活动。向市民普
及节能环保知识，帮助广大市民提
高低碳意识，树立环保理念，共同建
设低碳新家园，树立生态文明聊城
新形象。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文文明明出出行行

葛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10月12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杨传金) 近日，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乔宇
凌率专家组一行三人，来市
技师学院调研工作。学院党
委书记李友渔等班子成员、
聊城市旅游局副局长刘艾
新一行及学院有关单位负
责人陪同活动。

乔宇凌一行参观了学
院的孔繁森广场、雷锋广
场、工匠文化展示区、北方
汽车实训中心、孔子塑像、
二十四孝浮雕等，听取学院
有关乡村旅游培训基地的
筹建情况汇报，察看了学院
培训中心的会议及食宿设
施等。

专家组对学院乡村旅

游培训基地的建设工作十
分满意。一致认为，学院集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工匠
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工
程，为校内增添了亮丽的风
景。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
能给参观者提供更加丰富
的精神食粮，凝聚文化无限
向上的力量。省旅发委将给
予关注支持。

省省旅旅游游发发展展委委员员会会专专家家组组来来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调调研研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专家
组来市技师学院调研。

通讯员 李宇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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