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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善
举。鼓楼区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全力推进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工作走深走
实。近年来，鼓楼区已累
计通过审查备案超 900
部，投入使用 620部，居福
州市首位。

据悉，鼓楼区积极构
建“受益居民自筹、财政适
当补贴、协调税费减免”的

资金筹措模式，支持居民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个人
分摊费用，实行加装电梯
的监检服务减半收费，市
区政府予以适当加梯补
贴，引导居民将电梯轿厢
商业广告收益作为专项维
保更新资金，拓宽资金筹
集渠道，为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将安全理念贯
穿加梯全过程。率先在全
市实施联动监管机制，在

规划审查备案的同时，将
加装电梯项目信息与建
设、城管、应急等部门及属
地街镇共享，形成联动监
管机制，压实监管主体责
任。运用“互联网+智慧监
管”技术手段，开展老旧电
梯安全性能技术评估。

此外，资源规划部门
入驻区行政服务中心，专
窗受理加装电梯规划技术
审查事宜，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梯”升幸福 鼓楼领跑
鼓楼区积极探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实践路径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11 月 30 日，海都记者获
悉，今年以来，福州鼓楼区
建立健全联合办公、联合
调度、联合督导、联合考
评、联合通报“五个联合”

工作机制，严厉打击破坏
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
法犯罪行为，形成执法监
管的强大合力，促进林业
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为
森林资源保驾护航。

鼓楼区林业部门、公
安机关联合开展了一次打
击涉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
活动，查获有销售金毛狗
蕨、崖柏等国家保护野生
植物的行为。

鼓楼区落实“林长+警长”联勤联动机制
开展打击涉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行为

海都讯（记者 陈逸之
受访者供图） 11 月 30 日，
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之际，
由福州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主办的助残主题活动暨残
疾人就业孵化品牌“星小
蜗”品牌发布会在烟台山
公园举行。福州市民政
局、省市区残联、仓前山街
道、烟台山公园管委会、锦
天城助残团队、行而知之
组织及社会各界公益团队
及爱心代表等约 200 余人
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分别展示了
“星蜗残疾运动队出征”
“星小蜗品牌故事”“残疾
人职业展”三个部分。残
疾人群体通过表演“星光
闪耀”康复运动啦啦操、

“蜗牛”手语、残疾人就业
品牌故事、《蜗行我秀》舞
台走秀等节目，全方位展
示了福利机构残疾人在特
殊教育、生活保障、康复健
身、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生
动图景。

活动现场还推出了残

疾人就业孵化品牌“星小
蜗”IP形象，旨在宣传和推
广助残文化，助推残疾人
支持性就业模式的发展，
也使更多人关注残疾人群
体，为残疾人积极创设有爱
无碍的社会环境。

“通过销售手工咖啡，
我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作为幸福咖啡吧的店长，酉
童颇有心得。酉童告诉记
者，平日里他需要带领伙伴
们一起经营咖啡吧，如何提
高效率、做出更好喝的咖

啡，是他常常需要思考的问
题。“虽然辛苦，但在做咖啡
时，我觉得我和普通人没有
不一样的。”酉童表示，助推
残疾人就业，有利于激发残
疾人内生活力，帮助大家融
入社会。

打造特色品牌 助残疾人就业无障碍
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活动在烟台山开展

据省旅游协会自驾游
专业委员会统计，我省乡村
旅游中自驾游群体的占比
高达 90%以上。游客开着
车辆下乡，用后备箱将地方
特产带回家中，不仅丰富了
旅游体验，为当地文旅产业
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助力
村民增收，为农产品找到了
更直接的销路。

汤贵明是自驾前来的
三明市民，从上河洲公园出
来后，他的后备箱塞得满满
当当：有产自将乐农家的山
茶油、红糖、蜜饯、香菇，还

有和擂茶并称为“将乐三
绝”的西山纸和龙池砚。“这
周末我和妻子女儿来将乐
玉华洞旅游，没想到碰上了
这个活动，收获颇丰。”汤贵
明告诉记者。

将乐是我国最早生产
毛边纸的地方之一，其中以
当地特有的竹纤维为原料，
手工制成的“西山纸”最负
盛名。而当地另一种古老
的工艺品——龙池砚，则以

“发墨细腻、不伤笔毫”等特
点著称，被誉为闽砚之首。
二者都于 2005年被福建省

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对于闲暇喜欢练习
书法的汤贵明而言颇具吸
引力，此次他采购的纸和砚
总价近千元，正打算带一些
送给自己的书友。

“未裁剪的西山纸修长
易折，正适合用后备箱携
带。”在现场推介产品的西
山纸第四代传人刘仰根告
诉记者，此次他带来 5000
张西山纸售卖一空，这般火
爆的景象他早有预料，“我
的作坊位于龙栖山的竹林
中，如今交通方便了，进山

的游客常常顺道买上些纸
带走，古法造纸产能反而跟
不上需求了”。

“后备箱经济”活跃的
区域有一个共同点，便是
做足地方特产的文章。龙
岩新罗区蓝田村秋季的稻
米、建瓯春季的北苑贡茶
和竹笋、莆田北岸经开区
冬季采集的头水紫菜……
由自己挑选、运输的特产

“所见即所得”，使消费者
更具获得感，切合了当下
消费者对新鲜、地道的产
品品质的追求。

“后备箱”经济 助力八闽乡村振兴
福建各地结合“自驾露营”“音乐潮玩”等时兴的消费场景，积极引导“后备箱经济”

成为城乡居民消费的独特增长点

后备箱不仅是游客们
“囤货”的空间，同时也是
商户们售货的“橱窗”。

挂起招牌、拉上彩灯、
开启音箱，打开的后备箱便
成为一个时尚漂亮的小
摊。在微博上，后备箱市集
话题的阅读量达 430 多万
次，小红书中关于后备箱市
集的笔记数量超过 4 万
篇。由于汽车文化自带的
新潮、动感属性，后备箱市
集颇受当下年轻人的青睐。

“看到市集的广告很有
意思，我便装上货物开车过
来了，三天下来销售额在
4000元左右。”商户陈金仔
来自江西省景德镇，记者与
他联系时，他正忙着收拾在
将乐后备箱市集的摊位，盘
点此行的收入，计划驱车前
往下一个售货地。

陈金仔告诉记者，他带
来的产品是农村老家自产
的鱼干、腊肉和香肠，适合
长期储存。自己今年30岁
出头，这些年一直在周边各
省市流动摆摊，从家乡前往

将乐约需4个小时车程，对
他而言不算太远。后备箱
练摊已作为他的主业，能覆
盖生活开销并略有盈余。

除了全职练摊的陈金
仔外，当地人也是后备箱
商家中的重要成员，其中
不少是抱着休闲试水、补
充收入的心态兼职练摊。
记者注意到，万元出头的
投入，便能使后备箱变身
移动的咖啡屋、肠粉铺，相
较于传统的小吃车便宜了
不少。私家车更高的时速
上限、即停即走的特性，也
使摊位收放的成本大为降
低，扩大了练摊范围。

“后备箱承载的不仅是
商品，还有交易便利化的精
神。”参与将乐场活动的自
驾爱好者李泉向记者表示，
随着私家车的普及，消费者
和商家的界限正变得模
糊。“有车一族理论上都具
备进货和销售的能力，也许
你在市集上淘到的心头好，
正是车主去另一处乡村出
游时拉来的。”李泉说。

N据福建日报

现场制作的擂茶清香
扑鼻，现场歌舞带着浓浓的
客家风韵，原生态的山货吸
引着众多市民驻足……11
月26日，依山傍水的将乐上
河洲公园内人头攒动，2023
年福建供销后备箱经济·助
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在此
举行。

小小的后备箱，既能
将乡间的好物带到城市，
又能打开成为一处摊位。
近年来，全省各地充分利
用地理标志产品、时令节
庆等特色资源，结合“自驾
露营”“音乐潮玩”等时兴
的消费场景，积极引导“后
备箱经济”成为城乡居民
消费的独特增长点。

“乡味”随车游

“练摊”新面貌

在莆田举行的“后备箱经济”系列活动新潮摊位排列整齐

在将乐举行的“后备箱经济”系列活动人头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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