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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合办合办

海 西

时 评

本报福州电（周琳） 近日，福建省委、省政府研究
决定，今年将继续为民办22项实事，要求项目进展情况
实行月报制度，全年完成情况年底时要及时上报。据福
建日报报道，这22项实事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提高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从2016年起，将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标准由家庭年人
均收入2300元提高到2650元。

二、提高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政府筹集标准

从2016年起，将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政府筹集标准从
医疗救助对象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400元。

三、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

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减轻城乡居民看
病负担，从2016年起，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10
元。

四、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从2016年起，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补助标
准从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45元。

五、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通过保基本、补短板，全省义务教育学校条件配备
都能达到省定标准，学校教学资源配置差异状况全面改
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六、公办幼儿园建设

2016年全省开工建设 100所公办幼儿园，计划增加
3万个入托名额，加快解决城区和城乡接合部学前教育
资源不足问题。

七、完善公共体育服务工程

（一） 建设城市社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项目。
全省新建120个多功能运动场、50个室内健身房、50个
笼式足球场和 10个拆装式游泳池。（二） 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展40个全民健身运动项
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做好赛事组织等工作。

八、实施助残工程

（一） 对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残疾人发放每人每月
50元的生活补贴。（二） 从2016年起，将一级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100元，对二级
重度残疾人发放每人每月 50元的护理补贴。（三） 2016
年扶持全省4000名农村贫困残疾人开展就业、创业、生
产经营等。（四） 扶持“福乐家园”托养残疾人 1000
名；资助1.2万名居家养护的重度残疾人。

九、实施扶贫搬迁造福工程

组织实施扶贫搬迁造福工程，全省全年完成15万人
搬迁任务。

十、开展农村危房改造

按照国家有关部委要求，组织实施 1.85 万户 （约 5
万人） C级危房修缮加固和D级危房拆除重建，其中泉
州市0.6万户 （约2.5万人） 农房抗震改造已于2015年提
前实施。

十一、推进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和公路安保工程

（一） 整治全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318处，其中
高速公路33处、普通公路252处、城市道路33处；推进
农村道路交叉口安全设施建设工程892处。（二） 2016年
全省计划完成国省道安保工程500公里，农村公路安保提
升工程1500公里，为公众创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条件。

十二、实施公交服务便民和游客公共交通服务工程

（一） 全省计划新增更新公交车800辆，新增公交线
路 40 条，延伸、优先公交线路 80 条，建设公交站场 10
个、港湾式公交候车亭 50 个、公交电子站牌 50 个，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安全及舒适的公交服务。

（二） 在高铁沿线的中心城市以及旅游品牌县、旅游强
县，建设10个集旅游咨询、交通、宣传、投诉、处理等
功能为一体的旅游集散中心。

十三、实施农村“村村通客车”工程

2016年全省计划建设与改造农村公路1500公里，建
设农村港湾式客运站20个、新型农村候车亭200个。

十四、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2016年完成供水管网改造400公里以上。

十五、实施水土流失治理工程

继续推进全省22个水土流失重点县和100个重点乡
镇水土流失治理，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5万亩。

十六、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以各类棚户区为重点，积极推进棚户改货币化安
置。2016年计划开工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12.8万套，基
本建成 5.9 万套 （具体建设总量目标以与国家签订的目
标责任为准）。

十七、“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整治改善1000个村庄人居环境，创建100个美丽乡
村示范村，打造30条以上美丽乡村景观带；强化村庄风
貌管控，突出乡土气息，建立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
制；注重典型示范、连线成片，加快推进美丽乡村特色
景观带建设。

十八、加快避风渔港建设

2016年推进规划内30个二级避风渔港项目。

十九、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

（一） 全面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市场流通、餐饮服
务环节监管，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确保加工
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7%以上。（二） 福州、厦门开展食品
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全省再创建10个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示范县 （市、区），推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建设；创建30个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深化农业生产源头
治理，确保蔬菜农药残留抽检超标率控制在5%以下，生
猪“瘦肉精”阳性检出率控制在0.5%以下，水产品养殖
环节药残抽检合格率达95%以上。（三） 实施食品快检进
乡镇工程，为全省 435 个乡镇食品药品监管所各配备 1
套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每套设备7万元。（四） 组织
开展全省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遏制食品犯罪活
动。

二十、沿海基干林带建设项目

2016年沿海基干林带建设总任务50万亩，其中，新
造基干林带 3 万亩，林带修复 17 万亩，封山育林 30 万
亩。

二十一、实施贫困人口临时救助制度

对遭遇重大疾病、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意外伤
害，以及由于其他特殊原因等，导致返贫致贫或基本生
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
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
应急性、过渡性救助。

二十二、完善扶贫小额贷款政策，扩大扶贫小额贷款覆
盖面

在现有千户以上贫困人口的60个县 （市、区） 全面
建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担保金，为扶贫开发对象发展生
产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的无抵押担保贷款。继续为
贫困户提供扶贫小额贷款贴息，促进金融机构加大贷款
投放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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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电 （刘丰） 福建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实现现代
服务业大发展，但 2015 年福建第三
产业占比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
此，福建省近日出台《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
规划引导、着力发展重点领域、深化

改革和对外开放等 10 个方面对策措
施。

《意见》 提出，福建将着力发展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服
务外包、创意设计、旅游、健康养
老、商贸流通、文化体育和家庭服务
等 10 个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推进

10个重点领域的产业集聚，各设区市
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要建设若干个省级
服务业集聚区，经认定的每个省级服
务业集聚区，从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
资金中给予不少于 500 万元的补助，
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力争到 2020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42%以上。
《意见》 还从资金扶持、税费政

策、金融支持、要素保障等 4个部分
提出一系列政策。如在资金扶持方
面，在整合省级现有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 金 和 政 策 的 基 础 上 ， 2016 年 至
2018年，每年新增安排2亿元，集中
用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国家级、省
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的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平台和制造业主辅分离
示范项目等建设，以及新兴服务业态
的扶持和奖励。

税费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扶持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惠税收政策和减
免费措施。规定自 2016年 1月 1日起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对年应纳税所
得额低于30万元 （含30万元）、符合
条件的小微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其所
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额。金融支
持方面，从银行、保险、融资租赁和
直接融资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扶持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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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尽办法留人才

厦门市海沧区最近首次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配偶
发放生活补贴，高层次人才褚丹雷的配偶倪珺成为享受
海沧区人才配偶生活补贴政策的第一人。倪珺从海沧区
委组织部部长吕永辉手中接过补贴后表示：“这笔钱不
仅是物质上的补贴，更是精神层面的鼓励，我丈夫选择
在海沧创业，来对啦。海沧也把我吸引过来了，我已经
带着孩子来这里安家了。”

据海沧区委组织部介绍，该区出台了相关政策，凡
高层次人才在海沧区创业，配偶随人才来此暂未就业
的，自创业人才创办企业起 5年内，给予人才配偶每月
5000元生活补贴。

作为福建省“百人计划”、厦门市“双百计划”人
才，褚丹雷创办的厦门奥普拓自控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厦
门海沧生物医药港，该公司研发出的一套工控软件产品
订单不断。此前，远在加拿大的妻儿是他放不下的牵
挂。“现在我再也不用做‘空中飞人’了，妻子和孩子
都很喜欢海沧，往后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近水楼“台”先得才

1989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这
是大陆设立最早、规划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2003年 8
月，厦门市区划调整，设立海沧行政区，同时保留台商投资

区。
海沧与台湾经贸关系密切。该区累计引进台资企业

200多家，正新海燕、明达塑胶、唐荣游艇、长庚医院等一
批台资大项目落户海沧。台资企业产值约占全区工业产
值的四成，实际利用台资约占全区利用外资的五成。

海沧区引进台湾人才也取得不小成绩。目前，共引进
各类台湾人才约600人，其中近500人分布在台资企业。

“海纳百川”聚英才

2012年，海沧制定“海纳百川”人才政策，先后出
台了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引进生物与新医药高层次人
才、引进台湾人才等一系列措施，在创业、落户安家、
住房交通、生活补助、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为人才提供
优惠政策和待遇，广纳海内外英才。

在吸引台湾人才方面，海沧区专门出台了《引进台
湾人才暂行办法》，在住房、创业、交通、融资等方面
推出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台湾人才尤其是台湾青年
前来海沧就业或创业。

如今，海沧区凭借优越的软硬环境，成为吸引高层
次人才的高地。3年多来，海沧区累计引进高层次创新
创业人才 167 人，其中中国大陆两院院士 6 人、国家级
创新团队3个、大陆“千人计划”18人、“长江学者”3
人、福建省“百人计划”50人 （次）、厦门市“双百计
划”96 人 （次），高层次人才总量位居福建省各县

（区） 首位。 （据新华社厦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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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层次人才集聚区成高层次人才集聚区
苏苏 杰杰 熊东帆熊东帆

国家旅游局、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 2015 年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名
单，全国35家单位入选，其中就有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生态旅游区和永
泰云顶旅游区。这个好消息说明，“清新福建”的名片在福建省委省政府
的推介下，越来越有分量了。

福建优美的生态环境，是大自然的恩赐。早在2012年，福建省就推
出了“清新福建”这个品牌。当时北方雾霾严重，福建省作为森林覆盖
率多年保持全国第一的省份，绿水绕青山，白云伴蓝天，这种“看得见
的幸福”对雾霾城市的人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因此，为了发挥独
特优势，“清新福建”的旅游品牌应运而生。

随着近年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福建的好山、好水、好空
气就显得更加珍贵，吸引的旅客也越来越多。“清新福建”品牌逐渐叫
响，“百姓富”和“生态美”也就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初“清新福建”这个概念，是作为一个旅游品牌而提出，但如今也渐
渐变成一个有关福建的地域性品牌。2014年3月20日，福建省宣布，全省50

个重点景区“清新指数”正式上线，这50家生态旅游景区都适时发布可实时
查询的PM2.5、负氧离子个数及温度、湿度等，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重大反
响。思路清，方向明，“清新福建”品牌也为福建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
应。

为了贯彻发展思路，多年来福建严格治理污染。首先是产业升级节
能降耗、重拳治污。一组数据可以重现福建去年的环保攻坚战。截至
2015年底，福建全省查处违法建设项目 2098个、违法排污企业 1439家，
查实并移送警方侦办的涉嫌刑事犯罪案件119起，实施强制措施案件219
起，查封392起，责令限产停产123起。

其次是利用环保市场手段，推动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和水权等交
易，构建激励社会资本绿色投资的金融体系，守护“清新福建”。

向污染宣战，换来的是福建水、空气、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优良。过去一年，福建森林覆盖率达65.95%，12条主
要河流水质保持优等，厦门、福州空气质量在全国分别
排第2名和第6名。相信2016年，在“十三五”发展理念的
支持下，“清新福建”将走得更远。

“清新福建”风景怡人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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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心送到家把爱心送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