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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8019 . 2元

城城乡乡居居民民收收入入差差距距依依然然较较大大

本报10月26日讯 10月
24日，本报报道了德职三八路
小区拆迁居民，为求“如意房”
提前三天排队一事，受到了广
泛关注。记者了解到，截至26
日下午3点，120户居民中已有
116户选择了安置房，另外4户
居民选择了金额补偿的方式。

10月26日是正式选房、签
协议的日子，上午8点，记者在
五环体育馆内看到，前来排队
选房的居民熙熙攘攘。在现
场，排在前面的居民大多欢呼
雀跃，甚至还专门带来了“风
水大师”，只为能选到一套好
房子，而排在后面的居民则有
些垂头丧气。一位排位比较靠
后的林女士，语气中带着抱怨
告诉记者：他们知道消息的时
候已经晚了，还有不少邻居雇

“水军”来排队，现在的结局只
能是听天由命。

上午9点30分，已经有30多
户拆迁居民选到了房子，并当
场签订了安置协议。记者发现，
在109平方米、121平方米、125
平方米和129平方米四种户型
中，最大的户型最受欢迎。“我
选了最大的，这样我们一家六
口住着也方便。”刘先生选到了
自己满意的户型，喜笑颜开，正
在忙着打电话给儿子报喜。

26日下午3点，选房工作
已基本结束，120户拆迁居民
中有116户选了安置房，另外4
户居民选择了金额补偿。“其
实大家不用着急，在华戎银泰
中心建设的900多套房源中，

我们为拆迁居民预留了160多
套房源。为了保证居民都能选
到满意的户型，回迁户型都是
严格按照合法程序，在充分征
求、采纳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设
计的。”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说，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施工进度
问题，他表示，因为靠近小学，
施工时间受到了很大限制，但
是为了早日让大家住上新房，
最快施工进度是4年左右。

本报记者

“为求称心房，带着铺盖去排队”追踪报道》

大大多多数数拆拆迁迁户户青青睐睐大大户户型型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元欣)
近日，国家统计局德州调查队
调查显示，前三季度全市经济
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城乡居民
收入也保持稳步增长。前三季
度，德州城乡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8019 . 2元，但城乡居民收
入绝对值差距依然较大，收入
差额绝对值由去年的7415 . 8
元扩大到7893 . 2元。

前三季度德州城乡居民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增收的主

要拉动因素。城乡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8019 . 2元，同比增长
10 . 5%，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59 . 3%，是居民增收的
主要动力；人均经营净收入
3515 . 8元，同比增长6 . 5%，占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26 . 0%，是居民收入重要来源；
人均财产净收入767 . 7元，占
可支配收入比重为9 . 0%，是居
民增收的重要补充。

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前三季度，德州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3523元，同比增
长8 .7%，增幅居全省第三位。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较快，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前三
季度，德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7508 . 5元，同比增长
7 . 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9615 .3元，同比增长9 .0%，增
幅高于城镇居民1.2个百分点。

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
值差距依然较大。前三季度，
德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去
年同期的1 . 84：1减少为1 . 82：

1，收入之比差距有所减小，但
收入差额绝对值由去年的
7415 . 8元扩大到7893 . 2元，由
此可见，德州市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依然较大。另外，城乡居
民收入持续增长压力较大。由
于经济整体下行压力较大，在
短期内对在岗职工的工资水
平增长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农
村经营净收入增长制约因素
较多，农产品精深加工不发
达，产业化水平低。

统计部门建议，应当加快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平衡城
乡在资源技术等条件上的占
有情况，缩小城乡居民在就
业、教育、住房、医疗、福利、保
险等方面十分明显的待遇差
别。引导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多
元化发展，积极提供多渠道创
业培训，引导城乡居民转变和
更新理财观念，拓宽财产性收
入来源渠道。其次，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积极开展产业对
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为居
民增收创造良好环境。

10月26日，在分房现场居民按排队顺序进入选房区选房。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杜国鑫)
日前，武城县纪委邀请10

名“办事员”，以“普通办事
群众”身份，抽取20家服务
窗口单位进行现场模拟办
事体验，对窗口单位上班纪
律、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督
查。

据悉，“模拟办事”体验
活动是“整风肃纪，抓早抓
小”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
前期排摸，选取办事业务量
大的20家单位的办事窗口
进行模拟式办事体验。检查
人员以办理具体的业务事
项为由，以办事群众的身份
对群众办事的过程进行一
次全程体验，并对业务办理

过程中的具体时间、服务人
员当时表现、服务态度、一
次性告知等情况做了详细
记录，对服务窗口是否存在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等“三难”顽疾；是否存在违
反作风效能建设规定行为，
进行了深入的体验检查。并
将检查情况按照时间、地
点、窗口服务人员言行等情
况，通过情景重现形式进行
纪实性通报。

针对此次体验检查过
程中出现的两个服务窗口

“一次性告知不规范”制度
执行不到位情况，要求相关
单位严格内部管理；并开展
不定时的回访监督，确保整
改到位。

武城暗访服务窗口“模拟办事”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王志 段秀菲 )

日前，在乐陵市西城街道
潘家村盘河北侧加油站施工
现场，施工队在挖槽时发现
一民国时期墓碑。经该市文
物局有关专家考证，该墓碑
系抗日英雄宋哲元祖父宋槃
的墓碑。

10月11日，在乐陵市西城
街道潘家村盘河北侧加油站施
工现场，施工队在挖槽时发现
一民国时期墓碑。经该市文物
局有关专家考证，该墓碑系民
国二十一年制作，刻工精良、图
案清晰，字体工整，碑体长268
厘米，宽45厘米，为抗战名将，
大刀队的创始人宋哲元为其先
祖父宋槃而立，碑文由清末状

元刘春霖提写。
宋哲元，1885年10月30日

(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廿三日)出
生，毕业于北洋陆军随营武备
学堂，在1925年至1933年先后
任热河省都统，西路、北路军总
司令，陕西省政府主席，察哈尔
省政府主席。“卢沟桥事变”后，
宋哲元发誓：“宁为战死鬼，不
作亡国奴”，并创建大刀队力挫
日伪部队。

宋哲元祖父宋槃为清末民
国初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曾担
任民国时期大司马一职，宋哲
元为其所立墓碑现已存放到乐
陵市文物局，墓碑记载了历史
的由来，为乐陵深挖民国县域
历史，研究当时文化具有一定
的价值。

乐陵现抗日英雄宋哲元祖父墓碑

本报10月26日讯 10
月26日，8台绿色白色相
间的快速直流充电桩亮
相德州夏津县德百玫瑰
园小区广场，引来了周围
居民的驻足，该站的投运
标志着国网德州供电公
司首个社区(小区)快充站
建成，有效促进全市充电
设施建设，方便居民使用
清洁能源出行。

此次小区充电站建
设始于10月上旬，该公司
积极与县建设局、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和德百玫
瑰园小区联系接洽，商讨
制定建设方案，就充电
站方位选址、双电源接
入、电缆入地、通讯连接
等进行商榷，经过半个
月的紧张作业，高效完
成了1台630千伏安箱式
变电站、4台120千瓦、4台
60千瓦充电桩安装和调
试工作。与该站同时投运
的还有德州东北物流城、
平原华达汽车产业园站
等10座站点，快充站能够
实现符合国家标准电动
汽车的快速充电。

(海超 王衍)

首个社区快充站

建成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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