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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看病难”，《条
例》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
当为老年人设置绿色通
道，全过程实施助老服务；
支持建设老年医院、康复
医院、护理院和安宁疗护
机构等，鼓励上门为老年
人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

支持设立家庭病床，按规
定逐步扩大医保支付范
围；开展各类健康促进活
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
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肺
炎等疫苗。

此外，从业人员缺乏
身份认同、福利待遇偏低、

专业技能水平不高，成为
制约养老服务水平提升的
重要因素。针对“用工
难”，《条例》规定，加强养
老服务相关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实现从业人员技
能培训全覆盖；建立健全
从业人员激励机制，鼓励

实行入职补贴、工龄补贴
等，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
长；制定养老护理员、医疗
护理员、家庭服务员的职
业规范和服务标准，加强
对相关派出机构的监督管
理，提高对老年人的照护
水平。

海都讯（记者 包华
通讯员 仓萱 文/图） 9月
28日，位于福州仓山区共和
路的共和茶港壹号正式开
街。据介绍，街区内的7栋民
国古建，是福州最早一批南
洋风格建筑，其中代表性文
物古建春记茶行建于清末，
具有极高的建筑研究价值。

共和茶港壹号位于烟
台山历史风貌区附近，清末
时期这里是福州茶叶外贸
的交易集散地，成为福州历
史上对外开放的窗口。该
片区 7 座古建均为历史建

筑和文保建筑，总建筑面积
约1.1万平方米。周边是大
片城市绿地公园，公园下方
有福州最大地下智能立体
停车库,可容纳 400 多辆车
停放。

据了解，目前共和茶港
壹号已入驻中西餐、茶歇、
酒吧等多种业态，仓山区将
努力把该街区打造成优质
IP，形成江滨西大道至朝阳
路一带联动游玩网红路线，
带动周边区域的消费及经
济增长，提升桥南片区的城
市风貌。

设区市厨余垃圾、大
件垃圾处理设施全覆盖，
所有设区市城市基本实
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
埋”，市县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 100%，其中焚
烧处理能力占比达 86%、
居全国第三。生活垃圾
分类走在全国前列，厦门
持 续 多 年 保 持 全 国 第

一。全省实现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基本建成、
乡镇生活垃圾转运系统、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常态
化机制、镇村水冲式公厕

“四个全覆盖”，完成 49
万栋裸房整治，乡村环境
和村容村貌明显提升。
持续改革创新，推广新型
组织和建造方式，建筑业

产值日益壮大，2021 年规
模是 2012 年 3.3 倍，位居
全国第七，建筑业增加值
占 全 省 GDP 从 2012 年
8.3% 提 升 至 2021 年
10.5%，为全省经济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

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
筑、智能建造融合发展，累
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

2.8亿平方米，装配式建筑
7500 万平方米，实施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达 1000
多万平方米。推动碳达峰
行动，在湄洲岛、长汀等地
选择 50个不同类型、不同
阶段的建设项目开展碳达
峰实施路径和减碳措施的
探索，推进城乡建设绿色
低碳转型。

规范养老服务 完善老年生活
我省针对老年人生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行纾困解难

浓浓南洋风
阵阵清茶香

福州烟台山历史风貌区附近的
共和茶港壹号开街，成新潮打卡地

住有所居 住有宜居
十年来，我省为300万群众解决住房困难问题，突出绿色

发展，接续开展宜居环境建设、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行动

9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牢记使命 奋斗为民”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省住建厅专场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福建突出绿色
发展，坚持城乡建设低碳转型。接续开展“点线面”攻坚、宜居环境建设、九
大工程补短板、城乡建设品质提升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福建省住建厅厅长
朱子君在发布会上介绍，
十年来，福建住建系统围
绕“住有所居”“住有宜
居”的目标，不断完善住
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
类保障房、棚改安置住房
100多万套，为近 300万群
众 解 决 了 住 房 困 难 问
题。住房公积金制度覆
盖面进一步扩大，公积金

实缴人数由 2012年的 277
万增至 2021 年的 467 万，
十年内接近翻番，缴存总
额 6357 亿元，贷款总额
3626 亿元，均较 2012 年翻
了 4 倍有余，有力保障缴
存职工住房需求。全省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62.4
万户，建成一批环境整
洁、配套齐全、管理机制
长效的宜居社区。全省

累计销售商品房约 3.8 亿
平方米，住房供应规模持
续增加。

2021 年，全省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到 69.7%，
高于全国 5个百分点。累
计新改扩建城市道路 1.1
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实
现零的突破。全省建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44.06%，位居全国第三，

实现园林城市全覆盖，其
中厦门为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另有国家园林城市
19 个。所有设区市建成
区 87 条黑臭水体业已消
除，基本实现长治久清。
市县生活污水处理率由
83.7%提高到 97.8%，沿海
六市一区县级以上生活
污水处理厂全面达到一
级A排放标准。

公积金覆盖面十年内接近翻番

生活垃圾分类走在全国前列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陈江燕

预计至2025年，我省老年人口占比将达20%，进入中度老龄化
社会，而2050年左右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范养老服务工作，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全
省养老服务健康发展，9月2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养老服务条例》，《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
起正式施行。《条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立法调研中反映较为集中
的老年人生活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行纾困解难，力争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劳动者的劳动权不应
因退休而受限制或者被剥
夺。但不少人担心老年人
就业会挤占年轻人的就业
机会，因此并不支持他们进
入就业市场。同时，老年人
获取再就业信息的渠道不
畅通，人身意外伤害保障不
足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针对“就业难”，《条例》

明确，鼓励老年人发挥优势
和特长，自愿参与经济社
会建设和公益事业；建立
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
为老年人创造从业条件；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由
从业单位自愿选择为老年
从业人员单独办理工伤保
险，或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等商业保险。

民以食为天。针对
“用餐难”，《条例》明确，支
持开设长者食堂、老年助
餐点等，制定规划布局和
建设运营标准，为老年人
提供优质的助餐配餐服
务；对相关服务经营场所
实行低租或者免租政策，
其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按

规定优先予以减免。
许多老旧小区楼房未

配备电梯，对老年人出行
造成极大不便，但住户意
见难以统一、项目审批手
续繁琐等诸多问题难以解
决，导致我省老旧小区电
梯加装率在全国仍处较低
水平。交通出行不便利、

不会使用“两码”出入公共
场所受阻等，成为影响老
年人出行的重要问题。

针对“出行难”，《条例》
规定，加大与老年人生活密
切相关的坡道、扶手、电梯
等公共设施的适老化改造
力度，为老年人交通出行等
提供优先便利；六十五周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城市
公共交通工具；发生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时，通过上门服
务、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
优先服务；公园、医疗机构
等公共场所通过身份信息
共享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
便利条件。

老有所养 加大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力度

老有所医 鼓励上门为老人康复护理

N海都记者
陈江燕

省老年大学今年开放
学位 1.26万个，报名单日总
浏览量达68万余人次，实际
报名成功人数比率不足
2%，可谓是“一座难求”。同
时，基层各类教育资源供给
与广大老年人旺盛的学习
需求相比，存在严重不平衡
的情况。

针对“上学难”，《条例》
要求，将老年教育列入教育
发展规划，制订相应的制度
规范，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
系；鼓励社会力量开展老年
教育，支持各类教育机构设
立老年教育学习点；将老年

教育资源向基层和社区延
伸，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教
育服务。

针对“运用智能技术
难”，《条例》规定，充分尊重
老年人的能力和习惯，保留
并完善现场服务、现金支付
等传统服务方式；鼓励网站
和移动应用等优化功能，推
广符合老年人阅读习惯的
出版物；积极培育银发经
济，支持企业研发适合老年
人的智能化、辅助性产品；
组织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教育培训，帮助其跨越

“数字鸿沟”。

老有所学 构建终身学习教育体系

老有所为 建立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

7座民国时期南洋风格建筑，全部修缮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