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1 月 9 日上午，参加泉
州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的市人大代表们，陆续来到
代表团驻地，向大会报到。
这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

市人大代表，将凝聚智慧力
量，积极建言献策，齐心谋
发展，合力议民生。

“今年，我提的议案主要
是跟茶文化遗产有关。”作为
基层代表，泉州市人大代表
陈两固见证了乡村振兴给农

村带来的变化，也在思索着
如何进一步助力乡村发展。
他告诉主播，一直以来，安
溪、永春、南安围绕茶叶种
植、采摘、加工、销售、旅游等
环节不断延长上下游产业
链，为当地农民提供大量工

作机会，是乡村振兴建设有
力推手，“这次，我围绕如何
将茶文化遗产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抓好安溪茶产业‘后继
有人’根本大计，推进茶产
业年轻人才培养，推动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形成意见建
议，希望能够得到采纳。”

与陈两固同行的还有
泉州市人大代表左英、刘金
龙等人，他们也向主播谈及
今年各自的议案、建议，有
涉及泉州非遗、影视文化、

教育医疗等。代表们带着
民声、民意、民情来，带着
人民群众的重托，将他们
的实地调研与群众期望交
融相汇，为泉州市经济社
会的新一轮发展共献良策，
共绘蓝图。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1月9日，海都记者从泉
州市获悉，2024年泉州市为
民办实事项目“出炉”，共有
41 个，涵盖教育、医疗、养
老、交通等领域，件件暖人
心。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刚刚过去的 2023 年，
泉州市委、市政府实施 40
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部顺
利完成。今年，泉州市将继
续开展为民办实事工作，事
关你我，一起来看看 41 个
具体项目：

一、创建 50 所乡村温
馨校园特色校

二 、全 市 中 小 学 校
“5G+专递课堂”建设

三、新改建一批中小学
标准化心理辅导室

四、建设 24 个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

五、开展 250 场文艺精
品公益性演出

六 、实 施“ 科 技 特 派
员+”服务

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
预服务

八、提升 50 个村卫生
所（室）服务能力

九、提升基层中医馆服
务能力

十、“菜篮子”工程体系
提升项目

十 一 、治 理“ 餐 桌 污
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

十二、实施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

十三、建设88个长者食堂
十四、新建 10 座村级

老年体育活动中心
十五、基层老年教育提

质培优工程
十六、提升中心市区适

老化公交设施服务
十七、实施“救急难”再

救助工作
十八、建设提升“妇女

儿童之家”
十九、实施特殊困难残

疾人关怀项目
二十、持续开展“计生

特殊家庭”关爱行动
二十一、完善全市涉案

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
二十二、打造 18 个老

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
二十三、新时代电力

“双满意”工程
二十四、农村供水保障

工程
二十五、实施“四好农

村路”工程
二十六、中心城区供水

改造及水质优化工程
二十七、新增公共停车

泊位1000位
二十八、新建和改造提

升福道
二十九、继续实施国家

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三十、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提升
三十一、实施市政污水

管网建设
三十二、数字政务门牌
三 十 三 、建 设 229 个

“党建+”邻里中心

三十四、建设 100 个暖
“新”驿站

三十五、完善提升城市
安全信息系统（2024年）

三十六、重点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整治工程

三十七、建设古城小型
消防站

三十八、自然灾害避灾
点巩固提升工程

三十九、乡镇（街道）标
准化应急管理站

四十、实施居民用户燃
气表更换

四十一、重点打造35个镇
街综治中心（社会治理中心）

2024年泉州为民办实事项目“出炉”
共41个，涵盖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领域，件件暖人心

谋发展议民生 献良策绘蓝图
多位人大代表接受海都两会主播采访，畅谈各自的议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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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两会·焦点2024

做强泉州中医药 提升清源山文旅
两会首日，多名委员做客海都会客厅，就医疗、文旅等话题展开讨论

泉州两会·海都会客厅2024 9日，多位泉州市政协委员到访海都两会会客厅，就
中医药发展、清源山文旅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

泉州市政协委员、九三
学社华侨大学委员会主委、
华侨大学法学院教授白晓
东认为，清源山东侧的规
划建设现状与泉州市加快
环湾、向湾区域的发展崛
起计划仍有差距。呈现

“一山两面”的格局，重西
侧、轻东侧的现象突出，东
侧景区基本处于虚置状
态，与城市人口东移形成
错位。现在，城东一带城
市居民已达 20 万人以上，

但东侧市民从现有山门进
出清源山，需要绕行近 10
公里。随着清源山东侧城
东片区的建设日臻完善，鲜
花港已建成，南埔山小区、
五中华大校区建设已然成
形，城华南路直抵清源山东
侧山麓，建设清源山东侧景
区，能实现泉州市环清源山
文化旅游圈的闭环。

他建议，在清源山东麓
城东街道办事处附近设置清
源山东侧山门。同时，利用

现城东街道办事处附近的
地块，设置清源山东侧游客
服务中心，配套建设停车
场、旅游商品购物中心、旅
游信息中心等。从新设山
门到清源山百丈坪一线，建
设登山栈道。

泉州市政协委员、民建
泉州市委常委蓝天辉说，目
前清源山普通门票价格为
70元/人，这一不菲的门票
价格既将一些游客拒之门
外，也减少了景区的回头
客，相比于泉州其他免费景
点，人气稍显不足。

蓝天辉建议，要让国有
景区回归公益属性，降低甚
至取消清源山景区的门票，

还景于民。借鉴杭州西湖
的发展模式，舍弃门票的

“小芝麻”，来换取旅游经济
发展的“大西瓜”。

他认为，清源山是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景区内老君岩
为世界文化遗产点，是泉州
中心城区的旅游景点之
一。有太多的文章可以做，

不应该盯住门票这点“小芝
麻”，要将眼光放在文旅产
业链的发展上。充分挖掘
当地文化和景区自身优势，
把握好吃、住、行、游、购、娱
各个环节，用创新、创意、创
造点亮景区，以二次消费实
现盈利，逐步摆脱直接的门
票经济。

泉州市政协委员、泉
州营养健康协会会长林海
云建议，政府应从政策、资
金、技术等层面，大力支持
民间力量创办中医药文化
博物馆。

林海云建议从五方面
入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
落实扶持政策。为民间力
量创办中医药博物馆提供

便利，包括提供政策保障
和资金支持，并协调落实
好项目选址用地、人才、相
关配套等要素保障机制
等。二是成立组织机构，
开展全市中医药文化摸底
调研。三是落实中医药文
物、资料征集。四是要以
中医药博物馆的创办为契
机，构建中医药文化保护

体系。除此之外，要强化
数字赋能，通过AI等先进
技术呈现等，让中医药文
化传承活起来。

如何推动中医药更好
地走向世界？如何加强新
生代华裔对中医的理解？
泉州市政协常委、泉州民
革市委会委员、鲤城民革
副主委、泉州市中医院副
院长阮传亮提议：1. 以泉
州市人民政府与福建中医
药大学签订合作共建框架
协议为契机，共同打造海
丝中医药中心，长期持续
接收海外中医药学者来泉
交流、进修学习。以泉州
中医院为基点建设针灸康
复医院及海丝中医药中

心，面向东南亚接收本科、
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函授
进修的一条龙中医学习链
条。

2. 以泉州-东南亚中
医药学术会议为桥梁，建
立泉籍海外华侨华人中医
人才资源库，主动对接联
系，邀请一批华侨华人中
医新生代精英回国交流、
互动研讨。

3.建议将中医药文化
建设纳入我市文化发展规
划，讲好泉州名优中药产
品（如赛霉安、灵源万应

茶、老范志神曲等）的故
事，打造泉州中医药文化
品牌。

4.建议由政府主导积
极探索新时代中医药健康
科普文化传播的新路径、新
形式，构建全覆盖、一体式
的网格化宣传新格局，扩大
泉州中医药和泉州中医文
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政协常委阮传亮：打造海丝中医药中心

政协委员林海云：创办中医药博物馆

政协委员蓝天辉：让清源山摆脱“门票经济”

政协委员白晓东：打通环清源山文旅闭环

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阮
传
亮

林
海
云

白
晓
东

蓝天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