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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福 建

政府主导，织好养老保障网

“我们不仅‘老有所养’，还‘老有
颐养’，这样的老年生活幸福指数更
高。”当地老人高兴地说。

当前，福建省和全国其他省份一
样，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全省
60 岁以上老年人从“十一五”末的 421
万增加到“十二五”末的 515 万，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13.41%。为此，福
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出
台了一系列惠及老年人的政策，使得该
省老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十二五”规
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基本实现，一幅“最
美不过夕阳红”的和谐画卷正徐徐展开。

为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各级党委、

政府编织保障网，撑起“保护伞”，取得
了明显成效。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至 2015 年
底，该省城乡低保对象84.26万人，其中
老年人约占28%；农村五保供养对象8.01
万人，其中老年人约占 67%。各地对低
保家庭中 70周岁以上老人增发低保标准
10%至 20%的保障金，向 80 岁以上低保
老人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高龄补贴。该
省老年人已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65 岁以上老人健康档案管理率先实
现全覆盖。

福建省连续 3 年将城市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站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共
建成 2219 个，实现每个城市社区建立 1
个居家养老服务站的目标。居家养老服
务逐步向农村延伸，建成农村幸福院

3116 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1092 个。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正逐步形成。

老有所乐，晚年生活有保障

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该省老年人
精神文化生活日趋丰富。目前，全省共
创办各类老年大学 （学校） 12529所，累
计在校学员逾百万人，占全省老年人口
总数的 20%以上，建校率和老年人参学
率均居全国前列；老年人活动场所建设
步伐加快，全省老年人 （老干部） 活动
中心规划用地面积达 237.62 万平方米；
70 岁及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城市公交政策
全面落实；新建公共设施和养老场所无
障碍率达100%。

老年权益保障得到加强。福建全省
各设区市县及乡镇 （街道） 和村，全部
设立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站和法律
援助联络员，建立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
近两万个，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
导，法律援助站积极参与协调的老年人
法律援助工作服务网。

随着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老年人幸
福指数参与社会管理积极性逐步提高。
如今，该省城市社区老年协会创建率达
93.84% ， 农 村 老 年 协 会 创 建 率 达
89.74%，全省老年协会达 7107 个。各地
对老龄工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省人大
常委会还积极组织开展“一法一例”执
法检查，省政协多次召集专题对口协商
会，研究推动老龄事业发展。

全民参与，奏响幸福民生曲

福建省老龄办负责人表示，党委政

府是筑牢养老基本保障底线的主力军，
全社会是重要推手，要健全社会参与机
制，让全民行动起来，真正让尊老敬老
爱老蔚然成风。

随后，一系列鼓励社会参与的政策
陆续出台。2014 年，福建出台 《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支持社
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2016 年，出
台 《“十三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补短
板实施方案》 和 《加快推进城乡社区居
家养老专业化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

越来越多的社工和志愿者走进养老
院、社区居家养老站，为老人们提供心
理疏导、关怀陪伴等，越来越多社区引
入专业养老服务组织为老人提供更接地
气、更人性化服务，打造 15分钟居家养
老生活圈。

越来越多的资金扶持将投向养老事
业。福建省发改委公布的 2016年全省健
康与养老工程重大项目，一共确定 171
个重大项目，涉及健康服务、养老服务
和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总投资 430 亿
元。同时，该省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设
立，总规模 60亿元，主要投向养老基础
设施建设、养老综合体建设、养老产品
开发、养老服务类以及与养老产业相关
的其他项目。2016 年，省级财政预算共
安排养老服务业补助资金5.2亿元，较前
年增加 2.11 亿元，重点为城乡特困老
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
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
服务。

随着福建省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敬老氛
围日益浓厚，幸福的笑容将绽放在越来
越多老人的脸上。

据中新社福州电 （林春
茵） 坐落于福建平潭岚城卫
生院内的台湾德馨 （平潭）
耳鼻喉医院和平潭 （台湾）
爱 维 口 腔 医 院 营 业 不 足 一
年，却已在平潭当地打响知
名度。

在福建医疗体制改革进
程中，福建大力发展社会资
本办医，其中闽台医疗产业
对接合作成为一条新路。

作为大陆首个对台综合
实验区，享有“实验区+自贸
区”双轮驱动的平潭，正逐
步开展两岸医疗服务基地试
点，积极引进台湾医疗卫生
专业高端技术人才，准许有
资质的台资企业在平潭投资
设立健康服务机构，准许台
湾执业医师在平潭开办私人
诊所。平潭 （台湾） 爱维口
腔医院院长李元瑞近日受访
时说，受益于平潭自贸片区
的利好政策，与当地上市公
司合作开设闽台合作口腔医
院，为大陆同胞带来正宗台
式口腔医疗服务。

除上述两家专科医院，
中福海峡 （平潭）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还联合台湾精品专
科医疗团队及国际专科医疗
合作机构，计划在平潭两岸
医疗园区建设对台医疗合作
的 5 家专科医院，总投资额
7.2 亿元人民币，总床位数
390 张。“平潭两岸医疗园区
将配合平潭国际旅游岛和两
岸共同家园的定位，带动健
康旅游产业发展，预计项目
建成投入运营后，每年可接
待门诊病人近40万人次。”中福海峡公司董事长助理孙国
明说。

近年来，福建在鼓励支持社会资本入闽办医的同
时，优先支持台、港、澳资本或服务提供者到福建设立
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或独资医院。业界认为，这是两岸服
贸协议正式生效前福建“率先进行的积极探索”。

位于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泉州颐和医院”2016 年底
开建，这是大陆投资规模最大的台资医疗卫生项目，该
项目总投资额达5亿美元，是海峡两岸医疗产业基金投资
的首个高端医疗项目。

实际上，“泉州颐和医院”2015年底落地以来，就带
动台湾医疗生物科技产业掀起“登陆”潮，围绕医疗及
生物科技等上下游产业展开布局，推动两岸大健康领域
互动加密。

据透露，未来海峡两岸医疗产业基金还将在泉州建
设医学科技大学、健康养生文化小区，并建立国际医疗
旅游机构、医疗健康管理公司等。

统计显示，2016年福建省财政安排 1500万元专项资
金，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通过财政扶持等政策
带动，目前福建社会资本办医床位已逾2万张，占全省医
院床位数 16.15%；正在筹建包括台资在内的社会资本办
医院有40余家，床位万余张。

探
索
社
会
资
本
办
医
新
路

闽
台
对
接
医
疗
产
业
合
作

探
索
社
会
资
本
办
医
新
路

闽
台
对
接
医
疗
产
业
合
作

“福建的老人真幸福！”近日，在福州市仓山区金山
街道金洲社区U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来自青海省格尔
木民政部门及30多个街道社区的负责人一行, 边参观边
感叹。

在这个热闹的小楼里，有的老人跟着电子屏幕学习
如何使用微信，有的向心理师咨询学习压力大的解决办
法，有的享受按摩理疗服务，还有的参加老年合唱团活
动……每天一起学习娱乐，每月一起生日聚会，老人们
的生活过得精彩又开心。

福建养老产业

从从““老有所养老有所养””迈向迈向““老有颐养老有颐养””
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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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福州闽江口湿地公园观鸟，参观湿地博物馆……成为市民周末或假日
亲近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地处福州长乐和马尾间的闽江口湿地，位于闽江
入海口的梅花水道，恰居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中间地带，因其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条件，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地。

把大半职业生涯都献给水鸟们的福建省野生动植物与湿地资源监测中心
副总工程师余希如数家珍：闽江口湿地有水鸟9目24科152种，包括黑嘴端
凤头燕鸥、卷羽鹈鹕、黑脸琵鹭、勺嘴鹬和遗鸥。在此越冬的水鸟有2万只
以上，估计每年在此迁徙停歇的水鸟数量超过5万只。

黑嘴端凤头燕鸥种群数量全球不到 50 只，因数量极低被称为“神鸟之
鸟”，甚至一度被鸟类学家视为灭绝。直到2000年6月，在台湾马祖北竿发现
成鸟4只，雏鸟4只，如此确切记录曾一度轰动整个鸟类学界。

闽江口湿地2001年建立自然保护小区，2003年成为县级自然保护区，之
后保护力度逐年升级。2004年8月，黑嘴端凤头燕鸥终于在此现身，此后连
续12年成为夏天的常客。因为这种“住在台湾，玩耍在福州”的水鸟，海峡
两岸亦陆续开展该物种的交流合作与保育工作。

成为“鸟人”逾 10 年的福建观鸟协会会长杨金，曾用 21 个月的时间，
爬上200多个无人岛，进行鸟类多样性监测，至今他仍记得2004年第一次观
测到黑嘴端凤头燕鸥时，众人激动到失语的模样。

正在迈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福建，对湿地保护力度持续加大。
《福建省湿地保护管理条例》和《福州市湿地保护管理办法》于2017年1月1
日同步落地实施。“福建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做到一个湿地一个法规、规章
保护，但管理仍嫌粗放。至此省市湿地保护立法同步出台，法制体系更为完
善。”福建闽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杨文秀说。

如今，福建已投入 1.3亿元用于闽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包括投建
闽江口湿地自然博物馆、国家生态定位站、湿地自然保护培训中心和湿地文
化交流中心。据悉，目前福州已基本形成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海洋
保护区、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饮用水源保护区相结合的湿地保
护体系。

“鸟类是反应湿地质量的最直接证据。几万只歇脚的候鸟，是福建生态
的代言人。”余希指着在沼泽水草间群起群飞的天鹅说，无论珍稀还是常见
种群，“水鸟在这里都将得到越冬越夏的安全庇护所”。

（据中新社电）

5万候鸟为福建环境代言
林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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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候鸟成群。钟欣摄

福建省南安市霞美镇，花农
调整田间鲜花种植品种，结合当
地气候条件进行错峰种植，延长
赏花期，让寒冬腊月里鲜花也能
开满田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游玩。

大图、游客在南安霞美镇的
花海中游玩。

左下图、两名小朋友在花海
中游玩。

右下图、游客举家徜徉在花
海中。

张九强摄 （新华社发）

花海迎春花海迎春

据新华网福州电（林嘉琦、陈昌和） 据福建省交通运
输工作视频会议透露，2017年福建计划完成公路水路投资
850亿元，持续推进交通运输现代化。

高速公路计划投资290亿元，将建成通车厦沙高速等5
个项目 209 公里；续建福州绕城路东南段等 22 个项目 715
公里，新开工宁德沙埕湾跨海通道工程等 11个项目 395公
里。普通公路计划投资 410亿元，将建成 20个项目的国省
道二级及以上公路 280 公里；大力实施乡村旅游路、资源
路、产业路，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

水运工程计划投资 100 亿元，新开工古雷航道三期工
程等8个项目，完工厦门港后石港区3号泊位工程等5个项
目，新增沿海港口吞吐能力约2000万吨。

运输枢纽及其他计划投资50亿元，实现二级客运站县
城全覆盖、地区性物流节点设区市全覆盖。公路客运枢纽
续建15个项目，新建4个项目；公路货运枢纽续建23个项
目，新建3个项目。

另外，福建将以莆田南日岛、宁德嵛山岛和平潭屿头
岛为试点，推动海岛交通运输精准扶贫。在全省范围内选
取10个县 （市、区） 作为试点，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
城市公交精品线路、农村客运精品线路及乡镇综合运输服
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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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钱玲玲） 从 2017 年
起，《福建省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守
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暂行规定》 将实
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受到更好的
保护。

据当地媒体报道，根据 《规定》，
用人单位在工资支付方面若有5种违规
行为，将被评价为“严重失信”，而受
到多部门的联合惩处。

《规定》 指出，评价结果将实现部
门共享，并进行信用动态管理。同一
用人单位在不同地区评价结果不同
的，或被评价为一般失信的用人单
位，被各地查处次数累计达到3次以上

（含 3 次） 的，应重新评价，及时调整
信用等级。也就是说，若用人单位在
其他地区因拖欠工资被查处，将影响
该用人单位的信用，在本地也将受到

“连坐”而被调低信用等级。
被评价为工资支付行为严重失信

的用人单位，自评价后3年内，将受到
多部门的联合失信惩戒。同时，企业
若在最近3年内存在工资支付行为严重
失信情形，在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将被给予不同意的
意见。与此相反，被评定为“守信”
的用人单位，相应地将可得到许多守
信激励。

福建今年起拖欠工资后果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