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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为我省加快推进相关
领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必须认真学习领
会、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要求，要深入推
进数字福建建设，强化关
键技术创新应用，做大做
强数字产业，实施优质创
新企业培育工程，规范数
字经济发展，增 强 发 展

数 字 经 济 本 领 ，促 进 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 合 ，推 动 数 字 经 济 持
续健康发展。要坚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 导 ，坚 定 走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道 路 ，加 快 构 建 抵
御 自 然 灾 害 防 线，加快
建设节水型社会，健全完
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大
力保护生态环境，持续推
进各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要全力服务
总体外交，持续深化经济
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
合作，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中国故事、福建故事，
高质量做好地方外事工
作。要加快创新型省份
建设，建设好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双倍增”和龙头企
业“ 培 优 扶 强 ”专 项 行
动，不断培育和引进国内

外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
和团队，让有真才实学的
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要扎实推进我省考
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加强
考古队伍和人才建设，推
出一批具有福建特色的
研 究 课 题 ，坚 持 科 学 保
护 、活 态 传 承 、融 合 发
展 ，整 体 提 升 文 化 和 自
然遗产保护利用水平。

深入推进数字福建建设
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福建省“十四五”数字福建专项规划、海洋强省专项

规划，部署推进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工作

N据福建日报

日前，国家卫健委、全
国老龄办发布 2021年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名
单，我省共有 34 个社区上
榜。据介绍，创建示范性老
年友好型社区是此前开展
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延续，
借鉴了世界卫生组织相关
理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数量有 2.6 亿人，占
总人口的比重达 18.7% 。
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规
模庞大，比例上升较快，老
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在社
会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老年
人日常生活遭遇社区环境

“不适老”与公共服务“不友
好”的情况愈发频繁。比
如，老旧小区由于早期规划

建设缺乏前瞻性，楼梯和台
阶较多，少有电梯和坡道；
商场自助结算终端考虑不
够周全，字体小，且操作烦
琐等。

国家卫健委表示，目前
我国老年人养老呈现为

“9073”的格局，即 90%左右
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
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
养老，3%左右的老年人入
住机构养老。也就是说，家
庭和社区是老年人养老生
活的两处主要场所。从这
个角度看，创建示范性老年
友好型社区的做法针对性
很强，既凸显对老年人的人
文关怀，又传递出应对人口
老龄化的积极态度。

老年友好型社区“友
好”与否，关键在于是不是

“适老”。其实，此前各地也
有一些老年人口占比较高

的小区主动进行适老化改
造，对公共区域和家庭空间
增加一些辅助装置和设
施。可由于未能真正从老
年人的角度出发思考，特别
是没有按照老年人的习惯
和能力去设计，这些改造仍
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有
些小区特地在楼梯转角处，
为老年人设置专用的助老
折叠椅，但安装位置过高，
老年人坐上去并不舒适，也
不安全。

这次创建工作从改善
居住环境、方便日常出行、
提升服务质量、扩大社会参
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为老服务科技化水平等
6个方面着手，设计出社区
层面可操作的一系列指
标。显然，这有助于引导各
地更好地从老年人的角度
出发，既充分考虑其身体状

况，又重视其心理行为特
点。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关
标准不仅注重硬件建设，也
兼顾软性服务。名单中的
示范社区进行了各种探索，
或是引入社区嵌入式医养
结合机构，或是提供日间照
料服务，或是组织培训老年
人跨越“数字鸿沟”，许多经
验做法值得各地推广借鉴。

当然，创建老年友好型
社区覆盖范围很大，各地的
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城
市资源多一些、社区基础好
一点，有的则相对少一些、
差一点。我们在具体实践
中，需要遵循尊老爱老的价
值理念，走访入户问需于居
民，以老年人实际需求为根
本找出短板，因地制宜地建
设好各具特色的老年友好
型社区，让老年人的养老生
活更加安心舒适。

海都讯（记者 郑旭
通讯员 陈晶晶 李晓玲
文/图） 近日，细心的市
民会发现，地铁出站的公
交信息指引牌旁边粘贴
了醒目的“换乘码”，打开
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扫一
扫，便可了解附近公交实
时信息。不少市民表示，
不用出地铁就可以知道
要坐什么公交了。

1 日下午，记者在地
铁 2 号线“紫阳站”，打开
手机微信或支付宝扫一
扫墙上的“换乘码”，便可
看到紫阳地铁站A、B、C、
D 等所有出口信息，A 出
口下方显示了离出口最
近的大名城站和长乐北
路口途经的公交线路，点
击“大名城站”就可看到
该公交站的电子站牌，包

含了公交线路详情、公交
车辆实时位置、预计到站
时间等详细信息。

“公交线路变更后，
因地铁的公交信息指引
牌制作需要时间，有时无
法及时变更，有了这个换
乘码，市民就可以第一时
间了解周边最新的公交
线路动态，换乘出行更加
方便。”福州市道运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 者 了 解 到 ，近 年
来，福州正大力打造公交

“指尖出行”服务系统。
此前，福州还在五城区
2324 个公交站点全部实
现“一站一码”，通过“扫
一扫”，既可实时查询公
交信息，也方便站点巡检
和行业督查，实现公交站
点“码上行”。

□观点 让老年友好型社区对老人更友好

福州地铁上线“换乘码”

如何换乘 一扫便知

海都讯（记者 陈晋）
11 月 1 日，记者从福建省
高院获悉，省高院印发关
于《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
推进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
知》，从 11月 1日起，人身
损害赔偿实现全省统一
标准。

《通知》明确，包括民
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
件、海事案件等各类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不
再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
居民赔偿标准。残疾赔
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政
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省、经
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被
抚养人生活费按照政府
统计部门公布的省、经济
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性支出标准计算，计入残
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通知》还指出，上
述赔偿标准适用于新受
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件。对已受理的
案件，但又在试点后撤
诉 重 新 起 诉 的 一 审 案
件，以及经二审程序、审
判监督程序后，按第一
审 程 序 审 理 的 一 审 案
件，不予适用。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本月起全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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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省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期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具体贯彻落实措施，部署进一步推动我省数字经济发展、流域生态保护、创新型
省份建设、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及地方外事等工作；研究推进我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建设，审议《福建省“十四五”数字福建专项规划》《福建省“十四五”海洋强省建设专项规划》
及《关于福建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培训疗养机构改革实施方案》；部署推进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会议还研究了拟提请省委十届十四次全会讨论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稿。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和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
重要论述，抓好《福建省

“十四五”数字福建专项
规划》落地落实，全力以
赴开创数字福建建设新
局面。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紧迫感，抓住数字技
术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
构 筑 省 域 竞 争 新 优 势 。
要进一步提升建设水平，
着力抓新基建、抓平台、

抓创新、抓赋能、抓人才，
有效整合优化政务服务
网络，提升数字化治理水
平 ，形 成 数 字 发 展 新 高
地。要进一步增强合力，
积极发动全社会力量参
与，确保数字福建建设工
作扎实有序推进。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福建省“十
四五”海洋强省建设专项
规划》要求，盯紧目标、全

面推进，把远景蓝图落实
到具体行动和项目中。要
落实分解任务，坚持项目
带动，在海洋科技创新、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
领域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
海洋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要强化实施保障，实现上
下联动、部门协同，加强考
核督导，实行一季一调度，
切实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取
得新成效。

会议要求，要巩固深

化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工作成效，进一步深
化思想认识，突出问题导
向，加强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
维，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
治，压实主体责任、形成整
体合力。要强化反诈预防
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识骗
能力和防骗意识，切实把
打防管控各项措施抓细抓
实抓落地，有力维护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

强化关键技术创新应用，做大做强数字产业

抓住数字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构筑省域竞争新优势

市民在地铁紫阳站扫码查询换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