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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火车站附近上班，原来每天坐3路，
现在也改坐K1路了。这趟公交车和3路完全一
样的路程，只是停靠站台只有3个点，如果时间
早的话，那就是我的‘专车’啊！有一次坐车，加
上我一共才3个乘客，这算不算是‘达州最不挤
公交线路’呀？”市民高建军家住汽车北站附近，
他打趣道。

记者8点10分在老达一中公交站看到，站
台立有明显的线路牌，该站台上有2名乘客候
车。记者登上一辆K1专线车，车厢宽敞，专线车
型为12米长的常规公交。记者从达一中公交站
台出发，车辆直发汽车北站，除记者外，共5名
乘客，空旷得可以在后排睡个“回笼觉”。

据该车司机郑艳梅介绍，K1开通以来，乘
客数量每天屈指可数，“一天开7个来回，基本
上车都空起的，全天的平均上座率不到20%。人
多的时候就是春节，一天最多也就200余名乘
客，每天能有300元的毛收入就很不错了。”

市民桂廷很纳闷，“乘客一直都这么少，每
天运行12米长的大公交不是浪费资源吗？再看
看6、7、9、25路，每天早晚高峰挤得跟下饺子似
的；还有到莲花湖的13路，每到双休日，一连等
三四趟车都挤不上去。相关职能部门能不能科
学调配一下车辆，最大限度地发挥运行车辆的
作用，不要让资源白白浪费了。”

记者就此询问达州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正在运行的K1、K2路公交车2016年8
月份开始运行。由于K1、K2路经停站台只有3
站，且K1和3路、K2和22路线路重叠，所以市
民乘坐率较低。

（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达城K1快速公交车“饿得慌”！
●网友调侃为“达州最不挤公交线路”
●全天平均上座率不到20%
●春节时每车一天最多拉200余名乘客

“自从达城 K1
公交快速线路开通
以来，就没见这车坐
过几个人，好像只有
春运的时候能把座
位坐满。”6月19日
早高峰时段，记者乘
坐K1公交车体验，
发现车上并没有多
少乘客，司机称一趟
载客仅十余人。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通川区民政局了解
到，今年通川区城市低保标准从目前的430元/
月�人提高到530元/月�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从3120元/年�人提高到3960元/年�人，按
照分类施保的原则，根据困难程度，对农村低保
对象进行了具体的分类。新标准从2017年1月1
日起执行。

农村低保对象分类施保标准：
（一）全额保障对象（A类）。即“三无人员”，

全额享受保障标准，保障标准为330元/月�人。
（二）重点保障对象（B类）。即重病重残人

员，保障标准为260元/月�人。
（三）特别保障对象（C类）。即长期维持院外

治疗的慢性病、残疾等级为三四级的智力、精神
残疾人（含智力、精神多重残疾）、单亲有未成年
人家庭、子女上大学（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
的家庭，保障标准为220元/月�人。

（四）一般保障对象（D类）。即家庭人均收入
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财产符合有关规定
的一般困难家庭以及残疾等级为三四级的肢体、
视力、听力、言语、多重残疾人，保障标准为180
元/月�人。

（五）临时保障对象（E类）。即突发性灾难造
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保障对象，保障标准为150元/
月�人。

（卢玲 本报记者 张瑞琦）

本报讯 他自创了中国“彩墨”技法，将传统绘画
艺术与西洋绘画艺术相结合，并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
鲜明个性特色的画风。他的画以葡萄为代表，晶莹剔
透、鲜活灵动，既有水墨韵味，又有强烈的视觉色彩，时
代气息浓郁，因而受到藏家的青睐，被画界誉为“肖葡
萄”。“肖葡萄”不枸泥于形式，而是更加意象化，形成了
丰富而神秘的幽深背景。

6月24日（星期六）20点50分，旅游卫视《第1收
藏》邀您一同走进达州艺术家肖超的艺术世界。

（本报记者 张全普）

当暗访组找到达川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工
作人员了解情况时，食药局一工作人员称，他们对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非常重视，将之作为监管重点，
连“5毛零食”也时常检查，从未放过；从平常检查情况
看，校园周边小食品基本没有问题，所销售的食品能在
官网上查到生产许可证号。

随后，暗访组在其中一学校周边购买了几包小食
品，在官网查询时，发现查询不到名目，也查询不到生
产许可证号备案记录。暗访组对校园周边餐饮店进行
随机走访，发现多家存在无证经营现象。

针对上述现象，相关部门立即行动，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了食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暴露出的食品安全监
督履职不到位问题，区纪委展开了调查核实，并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了问责。根据查明的事实，区纪委给予校
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的直接责任人刘战将、翠屏食品
药品监管所副所长孟庆兵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翠屏食
品药品监管所所长陈文行政警告处分；对达川区食药
局副局长孙某进行诫勉谈话。

（本报记者 谢建荣）

城市每人每月从430元提高到530元

通川区调整城乡低保救助标准

■《聚焦两个责任 强力正风肃纪》二
校园周边遭无证小食摊抢占

4名监管不到位人员被问责

明晚，旅游卫视《第1收藏》
邀您一同走进“肖葡萄”的艺术世界

大都来自好一新
“朝阳警方接到数起协查通报。”据朝阳警方

负责人介绍，在市（区）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朝阳
警方也在辖区展开牙签弩清缴行动，从一些中小
学周边的商铺内收缴了部分牙签弩，在追查来源

时，这些商家表示，他们都是从好一新进的货。同
时，其他辖区派出所也向朝阳警方反映，其他城区
零售牙签弩的商家，大部分货源来自好一新商贸
城。

朝阳警方立即调集警力，对好一新商贸城的
玩具批发点进行排查。“现场查获近百把仍在对外
销售的牙签弩。”办案民警表示，他们立即依法进
行收缴，同时告诫业主不准再销售此类“玩具”。

全市继续拉网排查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暑假临近，学

生离开校园后牙签弩带来意外伤害的风险会更
高，警方将继续加大排查收缴力度，逐一清查辖区
学校附近的文具店、小卖部等可能销售的经营场
所，一旦发现立即依法予以现场收缴。同时，警方
还将对全市范围内的小商品、玩具批发场所进行
排查，禁止其进货、批发牙签弩。

同时警方告诫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不要再销
售牙签弩，否则将依法进行处理。同时提醒广大
家长，制止孩子玩耍此类危险性高的玩具。

(章乃夫 本报记者 程序)

■《“牙签弩”风靡达城学生圈》后续

警方查清牙签弩进货渠道
好一新商贸城收缴大批货源

本报连续报道牙
签弩危害后，达州各
级警方高度重视，对
中小学周边的商家
进行清查时，发现仍
有商家在销售牙签
弩。同时，警方追查
进货渠道后发现，大
部分牙签弩来自达
城西外好一新商贸
城，通川区公安分局
朝阳警方随即展开
行动，从该批发商城
内收缴了大批货源。

“阳光问廉”——走进达川检查暗访
组对该区多家中小学校校园周边秩序
进行了调查走访。暗访组发现，该区不
少中小学校园周边存在售卖不安全小
食品及餐饮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无从
业人员健康证的问题，校园周边各类小
食摊（店）成为学生的主要消费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