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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洲后路的竹排
埕停车场经整治后，目前
已变身智能林荫停车场。
黄山栾树作为遮阴树，搭
配红色的鸡蛋花、紫色的
翠芦莉，地面上非洲茉莉
等灌木球，停车位则是嵌
草砖。进出场地采用智能
化管理，实现无人化运营。

据台江区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竹排埕停车

场总面积 6.3 亩，拥有 144
个车位。周边都是宽度 10
米以内的小路，过去经常
有车辆占道停车。而该片
区内，有瀛滨小学、台江农
贸市场，高峰期时，混乱的
停车影响到道路通行。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福
州市相关部门到现场调研
后，帮助该停车场完成备
案登记，收费也从市场调

节价调整为统一的政府指
导价，有效缓解周边小区、
单位的停车难题。

周边居民李先生告诉
记者，周边老旧小区多，停
车位不足。“这处停车场现
在运营比较规范，停车场
条件也不错。过去在道路
上乱停放的车辆有序入
场，感觉道路环境改善很
多。”李先生说。

历时两个多月，福州公共空间经营性停车场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53个问题停车场全部整改到位

海都讯（记者 李琪）
6 日，记者从福州市医保
局获悉，福州市城乡居民
已可开始缴纳2022年度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费用，缴费时间为2021年9
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
待遇享受期限为2022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

缴费标准方面，实行
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
结合，即福州市城乡居民
2022 年度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为 350元/人（上一年度为
31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
每人每年 660 元 (上一年
度为620元)。

经行政部门认定的
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
象、重点优抚对象（含革
命“五老”人员）、重度残
疾人、计生特殊家庭成
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医疗救助对象；农村计生
家庭独子户、独女户、二
女绝育户，个人缴费部分
由政府全额资助。

海都讯（记者 李琪）
近日，省财政厅、省民政
厅提交的《福建省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政策调整方
案》获福建省政府批准。
根据方案，“十四五”期
间，福建省省定低保最低
标准将每年提高 350 元，
目前省定低保最低标准
为每人每年4050元。

福建省定低保最低
标准即为原省定农村低
保最低标准，主要是为城

乡低保标准划定最低补
助线，是城乡居民社会
保障的重要政策。在省
定 低 保 最 低 标准基础
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
况，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的
42%~48%确定城乡低保
标准。

在 2020 年成为全国
第一批城乡低保标准统一
省份后，截至 2020 年底，
福建省城乡低保年人均标
准已达到8260元。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9 月 6 日，福建省工信厅会
同省海洋与渔业局出台了
《福建省推进海洋药物与生
物制品产业发展工作方案
（2021—2023 年）》，力争到
2023年，我省建设 2至 3个
国内领先的海洋微生物种
质资源库、深海基因库、海
洋微生物天然产物库等“蓝
色药库”载体平台；在海洋
药物、生物医用材料、功能
食品、生物酶制剂、农用制

品、日化生物制品、环保制
品等方面打造一批“专精特
新”企业，形成一批竞争力
强的产品，力争全省海洋药
物与生物制品业产值达
160 亿元，年均增长 10%以
上。

方案明确，在海洋微
生物环保制品方面，我省
将加快海洋石油降解菌、
高盐有机废水生物处理菌
剂、脱氨脱硫和除臭等环
保微生物制剂等研发，孵

化一批创新型海洋微生物
环保制品企业，推动海洋
微生物环保制品在海上石
油污染防治、高盐工业废
水治理、海水养殖废水达
标排放、黑臭水体治理、土
壤污染修复、城市垃圾渗
滤液及除臭等领域的应
用，加快培育海洋微生物
环保制品产业。

方案提出，省工信厅、
省海洋与渔业局将牵头会
同省直有关部门、行业协会

组织等建立推动海洋药物
与生物制品产业发展工作
协调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
统筹规划，完善统计监测，
推进重大项目实施；各地政
府部门则加强组织领导、项
目跟踪指导，形成工作合
力，从创新应用、财政金融、
项目培育引进等方面，助推
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企业
发展，打造富有竞争力的海
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发
展体系。

N据福建日报

记者从 6 日举行的第
二十一届投洽会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本届投洽会将
于 9 月 8 日至 11 日在厦门
举办。

作为商务部主办的国
家级重点展会之一和国际
投资贸易领域类的专业性
展会，投洽会已走过二十

多年的光辉历程，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
盛会。

本届投洽会以“新发
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
遇”为主题，布展 10 万余
平方米，将举办 30 多场重
要的会议论坛研讨活动，
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800
多个经贸团组、5000 多家
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

参会人数预计超过 5 万
人。

作为今年的主宾省
青海省，将在本届投洽会
上聚焦打造生态发展的
创新理念，集中宣传推介
自身优势资源、特色产品
和生态旅游精品路线，让
与会嘉宾直观感受青海
全新的发展之路，并开展
产品对接、投资洽谈、集

中签约等一系列商贸活
动。

再次作为主宾国的菲
律宾在发布会上介绍，中
国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
伴和投资来源之一，希望
中国扩大对菲律宾的投
资。今年，菲律宾将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参会，
并在大会期间举办 3 场投
资论坛。

我省建设“蓝色药库”
推进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发展，打造“专精特新”企业

第21届投洽会明日开幕
近100个国家和地区、800多个经贸团组、5000多家

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参会

福州城乡居民医保

缴费标准调整

福建省定低保最低标准

每年将提高350元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林益涵 文/图

为贯彻落实省纪委“点题整治”工作部署，今年6月份以来，福建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六部门联合印发了《整治城区公共空间违规设立
经营性停车场规范收费行为等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公
共空间经营性停车场专项整治工作。根据省经营性停车场专项整治
工作厅际协调机制办及福州市政府工作部署，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牵头，迅速动员部署，坚决查处公共空
间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及不规范收费行为。

历时两个多月的一线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显著成效。鼓楼、
台江、晋安、仓山、马尾、长乐六城区及福清市，共摸排772个停车场，
其中526个涉及经营性停车场，发现问题的53个已全部整改到位。
在整治的基础上，福州城区还将在年底前增加1.2万个停车泊位，缓
解供求矛盾。

据福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在前期摸排整治基础上，福
州市还自加压力，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福州市城区公共
空间违规经营性停车场集
中整治提升行动，全面推进
整治行动再上新台阶。

根据提升行动，福州市
最大限度挖掘停车资源，加
大停车泊位供给。年底前市

中心城区将新增 7000 个以
上路外公共停车泊位、5000
个以上路内停车泊位，合计
新增1.2万个以上泊位。

通过此次提升行动，福
州市公共空间停车场手续不
齐全、收费管理不规范、运营
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公共空间停车环境明
显改善，管理逐步规范、有
序，市民满意度大大提高。

海都记者了解到，下一
步，福州市将加强巩固停车
场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完善
后续监督管理机制。通过构
建停车场信息化平台，将摸
排的公共空间停车场的位
置、类别、泊位、收费等内容
进行信息化管理，并将数据
接入福州市统一的智慧停车
信息平台，最大限度方便群
众停车。

福州中心城区 年底前增逾万个泊位台江“边角地”变身林荫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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