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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唐明亮）
近期，福州市环境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了《福州市重
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实
施方案》，计划对罗源湾、闽
江口、福清湾、兴化湾等重
点海湾开展综合治理，持续
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打
造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
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方案提出，到 2025年，
重点海湾近岸海域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陆海统筹的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明显增
强；近岸海域优良水质（一、
二类）比例不低于84%；入海
排污口排查整治稳步推进，
省控及以上入海河流断面全
面消除劣V类；滨海湿地和
岸线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

方案以重点海湾存在
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导
向，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大力实施陆

海统筹的综合治理、系统治
理、源头治理，提出了“入海
排污口排查整治、入海河流
水质改善、沿海城市污染治
理、沿海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海水养殖环境整治、船
舶港口污染防治、岸滩环境
整治、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等九方
面重点任务。

方案还提出，完善水污
染防治流域协同机制，持续

开展入海河流消劣巩固行
动。加强沿海城市固定污
染源总氮总磷排放控制和
监管执法，加大工业园区污
水排放的监管力度，打造污
水零直排园区。加快推进
海上养殖转型升级，推广环
保型全塑胶渔排和深水抗
风浪网箱。加强红树林保
护修复，新建兴化湾红树林
省级自然保护地，有效保护
滨海湿地和岸线。

福州将对重点海湾开展综合治理
打造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福建文旅经济发展，
不仅要招商还要引智，不仅
要吸引游客还要吸引创客，
不仅要优化营商环境还要
创造良好的‘营智环境’。”
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以《以
人为中心的新战略：科教人
才驱动福建文旅经济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对福建文
旅高质量发展发表了看法，

并建议福建将人才开发作
为文旅开发投资的重点和

“软基建”，出台文旅人才发
展规划和针对人才发展难
点痛点切实管用的政策。

民盟福建省委会专职
副主委刘泓指出，应该培
育露营旅游休闲，城市要
给街头文化艺术展演留有
空间，要用“+文旅”的思

路，开展“工业+文旅”“体
育+文旅”“茶产业+文旅”

“影视综艺+文旅”“林业+
文旅”等融合发展，催生新
业态、衍生新链条、创造新
价值。

国家信息中心原党委
书记杜平则从《数字科技赋
能福建文旅经济融合创新
发展》出发，分享了他对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些
想法。

活动现场，主办方还邀
请 11位全国知名的文旅专
家、知名文旅企业代表，就

“福建文旅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与“福建滨海旅游创新
突破”两大议题进行研讨、
交流，破解福建文旅“出圈”
的新密码。

破解福建文旅“出圈”新密码
福建文旅经济论坛在榕召开，全国知名文旅专家建言献策

N据新华社电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
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
文明宝库的钥匙。国家中
医药局、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
总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
定印发的《“十四五”中医药
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19
日公布。方案提出“加大中

医药文化活动和产品供给”
等 12 项重点任务，旨在大
力弘扬中医药文化，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健
康需求和精神需求。

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
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实践需要。贯彻《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
文件精神，方案提出，加强

中医药文化时代阐释，实施
中医药文化精品图书支持
计划；加强中医药典籍保护
传承，编纂出版《中华医
藏》；推动中医药博物馆事
业发展，建成国家中医药数
字博物馆。

为推动中医药文化贯
穿国民教育始终、推动中医
药融入生产生活，方案还明
确要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
化教育校园活动，建设校园

中医药文化角和中医药文
化学生社团；广泛开展中医
药科普工作，在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场
所普遍建设中医药健康文
化知识角；打造中医药文化
传播平台，建设 50 个国家
级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

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搭建了沟通桥梁。方案
注重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

交流，提出打造一批有传播
度和美誉度的中医药对外
宣传产品。

根据方案提出的总体
目标，到 2025年，中医药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为优
质丰富；打造一批中医药文
化品牌活动、精品力作、传
播平台；公民中医药健康文
化素养水平提升至 25%左
右；中医药海外传播半径不
断延伸。

“中医药学的哲学体
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
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国辰说，要深
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
时代价值，加大中医药文化
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
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药
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
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公布

N据福建日报

据国家统计局福建调
查总队住户抽样调查，一
季度福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3054 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554 元，同比增长
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3.1%。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6870元，
同比增长 3.5%，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2.3%；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67
元，同比增长5.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3.9%。
分结构看，全省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7932元，
同比增长 4.0%，占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的 比 重 为
60.7%；人均经营净收入
2086 元，同比增长 6.5%，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为 16.0%；人均财产净收
入 1632 元 ，同 比 增 长
5.0%，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 12.5%；人均转
移净收入 1405元，同比增
长 3.0%，占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比重为10.8%。

N据福建日报

省人社厅近日全面启
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电
子技术等11个国赛项目福
建省选拔赛的参赛报名工
作。本次大赛既包含茶艺
师等颇具人文底蕴的竞赛
项目，又涵盖了人工智能、
互联网、物联网等涉及前沿
科技的新兴职业技能。凡
16周岁以上，在福建省工
作满1年，且在法定退休年
龄以内的中国大陆公民均
可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
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
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
本次选拔赛的竞技项目设
置传统赛项和新职业赛项
两个部分，传统赛项涵盖
电工、电子技术、茶艺师 3
个项目，新职业赛项则囊
括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

工智能工程技术、工业互
联网工程技术、人工智能
训练、物联网安装调试、工
业机器人系统操作、无人
机装调检修、区块链应用
操作8个项目。

大赛设个人和团体两
类奖项。个人奖按照竞赛
项目总成绩对符合条件的
依次授予金、银、铜奖各 1
名，优胜奖若干名，并给予
1 万~0.5 万元不等的物质
奖励；对名列前茅的优秀选
手，还将授予“福建省技术
能手”称号，认定或晋级相
应职业技能等级等奖励。
团体奖则以参赛队为单位，
计算团体总分，对获得团体
总分前4名的参赛队，省人
社厅将授予“2023年福建
省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工作
突出贡献单位”称号，对参
加全部竞赛项目的参赛队
和获得各竞赛项目前 3名
选手的所在单位，省人社厅
将授予“优秀组织奖”。

一季度福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比增4.4%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报名启动

N海都记者 吴臻 吴玄
实习生 李丹 陈依琳

4 月 19 日，作为 2023 年福建省文旅经
济发展大会重要的配套活动，福建文旅经
济论坛在福建博物院举办。论坛以“共商
文旅经济 共享发展成果”为主题，邀请到
了6位全国知名文旅专家，从不同角度为福
建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旅游本身就是文化。”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
副书记王志发在演讲中说，
旅游业要讲好中国故事。
福建是对台旅游的前沿，也
是入境旅游的重要窗口。
他建议，未来在产业转型、

产品升级、业态创新、科技
赋能等方面，都要把更多功
夫下在塑造文化形象、增强
文化内涵上。

在嘉宾演讲环节中，南
开大学教授石培华表示，福建
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打好

健康幸福牌，进一步发挥生态
优势和“福”文化，打造疫后康
养热点旅游目的地，做大做强

“福”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幸福
健康文旅发展示范省。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原执行主任祝善忠则认为，

“清新福建”“全福游、有全
福”已成为有影响力的品
牌，建议福建进一步打响

“清新福建”和“全福游”品
牌，进一步发挥独特生态优
势和“福”文化优势，打造疫
后康养热点旅游目的地。

寻找福建文旅“出圈”新密码

用好“福”文化，讲好福建文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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