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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县张鲁回族镇中，心卫生院

莘县张鲁回族镇卫生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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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区南关天主教堂

东昌府区南关天主教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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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双街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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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海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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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聊城市人民政府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荣誉称号

象优先进集体

回事民族事务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聊城市民宗局作为全国 31 个、山东省唯一一个先进集体，被国家民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民委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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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宗教事务局 E
二。一一年十二月 功当

2011 年 1 2 月 ， 聊城市民宗局被省民委(宗教局)授予"民族团结进步和谐寺观教堂创建

活动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01 2 年 3 月，聊城市民宗局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20 11 继续提升年综合考核优秀单位"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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