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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台盟泉州市委
会建议擦亮古城铺境文化
的品牌，设立铺境文化展
示场所，利用新媒体技术
动态展示古城铺境文化，
并根据铺境庙不同节庆
日，设定不同主题定期更
换展示内容。可策划推出
古城铺境文化旅游路线，
结合铺境辖区内的特色美
食、传统手工艺、居民生活
日常打造“活着的古城”城
市文化旅游线路。此外，
打造城南铺境文化 IP，利
用海丝文化节等大型活动
进行铺境文化宣传推介，
提高古城铺境文化热度，

擦亮铺境文化品牌。
此外，通过“铺境庙议

事厅”形式，就古城保护
政策宣传、辖区铺境庙宗
教民俗活动等相关事宜
进行沟通，让古城居民更
深刻了解铺境文化价值，
提高古城非遗保护的自
信自觉。

“多措并举，在融合创
新中对铺境文化进行保护
开发，以期重现古城特有
人间烟火，助力古城生态
文化保护区建设，真正实
现古城保护开发‘见人见
物见生活’。”台盟泉州市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一步活化古城铺境文化
台盟泉州市委会建议：在融合创新中对铺境文化进行保护

开发，真正实现古城保护开发“见人见物见生活”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制度，健全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继续
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纳入市级为民办
实事项目，落实农村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
度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特别扶助制度。加强统
筹科学规划布局，推进
国土空间规划与养老托
育专项规划衔接，分区
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托育
服务设施。

扩大普惠养老托育
服务供给，引导社会资本
和国有资本、境外资本投

资，积极参与建设普惠性
养老托育服务机构。鼓
励优先通过公建民营方
式，吸引运营能力强的机
构、海内外人才参与养老
托育设施建设，大力推进
全市养老托育服务向服
务专业化、产业规模化、
运营连锁化、发展集团化
发展。推动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
试点建设，积极争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示范试点，
细化涉及用水、用电、用
气、用热、普惠性实业保
险稳岗返还等方面的普
惠养老托育优惠政策。

打造“泉民颐养+泉民善育”民生名片
泉州全面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

和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 海都讯（记者 董加固）
1月5日，记者从泉州市统
计局获悉，1—11月份，泉
州市消费市场运行平稳，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2.8%。

基本生活类商品供应
有序。1—11 月份，服装
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9.3%，
饮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0.0%，粮油食品类零售
额同比增长 24.1%，日用
品 类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6.6%。

部分升级类消费持续
释放。1—11月份，全市限
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
售额同比增长 107.1%，体
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
增长48.2%，金银珠宝类零
售额同比增长24.2%。

线下实体零售经营向
好。1—11 月份，与居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限额以上
超市、便利店经营向好，分
别增长 21.7%和 15.5%，比
1—10月加快 3.8和 0.7个
百分点。

去年1—11月份

泉州线下实体
零售经营向好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铺境是泉州古城明清
时期的社会基层组织，是
一种地方崇拜与地方行政
相互叠加的空间组织，铺
境文化能从不同角度呈现
泉州文化的内核、温度与
精神，是古城特色文化的
润土，蕴藏着古城的人间
烟火。

然而，台盟泉州市委
会认为，泉州铺境文化并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
次大会递交了《关于进一
步活化古城铺境文化的建
议》，建议后申遗时代，泉
州应当重视铺境文化在泉
州古城保护开发扩容提质
中的地位和作用。

台盟泉州市委会建
议，泉州要尽快将铺境文
化入编文化遗产名录，对
大泉州铺境庙情况进行全
面普查和调研，梳理全市
铺境庙及其相关民俗文化
存续情况，制定泉州铺境
文化保护开发实施细则，
维护古城文化完整性、原
真性。

古城 6.41 平方公里范
围内铺境庙星罗棋布，因
此，还要有序对铺境文化
进行保护开发，建议依托

“ 海 丝 城 南 历 史 文 化 街
区”项目，将城南片区作
为铺境文化活态保护开
发的重点区域。遵循以
城南各铺境庙为点，以相
应古街古巷为线，以城南

片区为面，最后辐射整个
古城的原则，有序推进古
城 铺 境 文 化 保 护 开 发 。
此外，江南新区也有丰富
铺境文化遗存，建议将铺
境文化展示纳入拟建设
的江南海丝文化小镇规
划，作为丰富“两圈”文化
产品供给的典型。

在铺境庙神诞等传统

节庆点，组织打城戏、木偶
戏、布袋戏等优秀传统戏
曲进铺境社区展演，让打
城戏、布袋戏、木偶戏等重
返舞台，将铺境庙神诞仪
式和相关民俗活动纳入

“沉浸式表演进街区”的范
畴，并以专项资金给予适
当补贴，向游客活态展示
古城铺境文化。

将铺境文化入编文化遗产 有序保护开发

设立铺境文化展示场所
推出旅游路线

1月5日，记者从泉州市获悉，为全面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和婴幼儿照护服
务需求，近日，泉州市制定出台《泉州市“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

《方案》明确，泉州将立足打造“泉民颐养”“泉民善育”民生名片，到2025年，“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选
择”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建成，全市养老服务床位总量达到5.6万张，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60%
以上；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全市每千人口3岁以下
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全社会托位总量力争超过4万个。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强化家庭赡养老年人
和监护婴幼儿的主体责任，
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
服务工作。完善家庭育儿
指导支持体系和居家社区
养老托育服务，依托基层妇
幼保健、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学前教育、社区等力
量，为婴幼儿家庭开展照护
指导服务。推进“党建+”
社区邻里中心建设，用心打
造“15 分钟便民生活圈”。
开展全省首创“物业+养
老”试点项目，支持各类新
办或改扩建“长者食堂”，
推进公共服务适老化改造
提升。

总结晋江、石狮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经验，
探索构建居家、社区、机
构“三位一体”的老年人
长期护理服务体系。统
筹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资源配置，推进医疗机构
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
务，拓展医疗卫生机构养
老服务功能。支持二级
以上医院设立养老机构
开放康复护理型养老床
位，引导二级及以下医院
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推
动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
构开设安宁疗护病区或
床位。逐步放宽医师多

点执业的限制条件，鼓励
职业医生到养老机构设
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推动养老托育产品提
质升级，推进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在
养老、育儿领域的深度应
用。鼓励发展特色医疗康
复保健、中医药健康旅游项
目，探索医疗卫生与养老、
中医药健康等产业结合。
建设集创业孵化、市场开
拓、融资服务等产学研用为
一体的家政服务产业园，为
养老托育提供高质量供给
服务。

完善兜底性养老托育保障 强化居家社区服务发展

西街奉圣宫（泉州文旅供图）

泉州玉犀巷的妙华古地（吕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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