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心民生答卷 擦亮幸福底色
2023年，泉州40个为民办实事项目顺利完成

今年两会中，来自安溪
的人大代表陈两固和廖雪
花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落在
了茶叶青年人才的培养上，
两位代表告诉海都记者，抓
好安溪茶产业，“后继有人”
是根本大计。

目前，在茶乡从事茶树
种植、茶园管理和茶叶初制
的一般是 50岁以上的劳动
力，甚至70多岁的老人还在
进行茶树种植和管理活
动。而大部分年轻劳动力
在往外流失，使得全市茶叶
种植及制作面临后继无人
的困境。

人大代表陈两固建议：
要抓住安溪铁观音茶文化
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GIAHS）之际遇，多
措并举做好茶产业接班人
才的培养。首先要在政府
层面针对茶学院、涉茶职校
在招生就业、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师资队伍建设、专业
规划、课程设置等方面出台
相关政策，促进茶文化遗产
专业人才高质量就业。其
次是政府的补贴政策进一
步向茶文化遗产专业人才
倾斜。同时，出台《茶文化
遗产产品标准》，做好制茶
文化遗产及农产品标准和
品牌规范。

当前对茶叶冲泡技艺
的保护并没有提高到同茶
叶制作同样的高度和重视
程度，所以造成茶叶的冲泡

方式没能形成较好的标准，
其中不乏错误的、哗众取宠
的冲泡方式，使得大家对茶
艺师的认知较有偏见。

人大代表廖雪花建议：
将安溪铁观音茶艺提升为
市级非遗传承，由泉州市政
府相关部分牵头，组建由专
业院校具备一定教学经验

的一线教师、茶学专家、茶
学学科带头人组成的团队，
深挖传统的茶艺，确定茶艺
师考核的统一标准，注重历
史传承，从专业性和茶叶理
论知识入手，提高茶艺从业
者的水平，更好地保护茶艺
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泉
州茶叶产业的复兴繁荣。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今年两会
中，来自民建泉州市委会的
魏文枢委员认为，泉州申遗
成功后，古城保护工作将会
更进一步，但出于保持古城
历史原貌的需要，对古城的
保护主要采取“修旧如旧”
原则，因此，在建筑物材
质、房屋间距和道路格局
上，会出现难以与现行消
防规范中关于经营场所
的规定完全接轨的情况。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防法》除规定距离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
位，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
队外，并无专门针对古建筑

消防安全管理的规定。”魏
文枢介绍，之前，泉州已出
台了《泉州市中山路骑楼
建筑消防保障方案》，但其
针对的范围较窄，仅针对
中山路骑楼建筑，规定也较
为笼统，缺乏细化的统一指
导。他建议，应该通过政
府立法，加强泉州古城消防
安全管理，保护古城公共财
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生态修复内河 搞好乡村医疗
又有一批泉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做客海都会客厅，畅聊茶产业复兴、内沟河

整治、失能失智老人等话题

古城亟须规范
消防安全管理

民建泉州市委会魏文枢委员
建议，通过政府立法保护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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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又有一批泉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到访海都会客厅，就茶产业复兴、内沟河整治、失能
失智老人等话题，提建议，聊想法。

政协委员苏淇琛是一
名医生，当选政协委员以
来，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
开过医疗。今年，苏淇琛
关注的重点是失能失智老
年人的医疗保障及乡村医
生的队伍建设问题。

“一人失能，全家失
衡。”苏淇琛介绍，第四次
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
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
半失能老年人已超 4000
万人。到 2030年，我国失
能 老 人 规 模 可 能 超 过
7700万。此时，医养结合
就显得很关键。苏淇琛建
议，在社区医院“嵌入”公
立护理院。大部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存在床位闲
置、设施设备利用不充分
的情况。基层医院虽然不
大，但科室全、硬件齐，能
够满足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疗。

苏淇琛建议：具备条
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在不改变职
能、不增加编制的前提下
设置护理院，把闲置的资
源用起来，为基层失能失
智老年人家庭提供有力

“医”靠。
他同时建议，要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的建设。
乡村医生是农村基层医

疗的重要力量，在保障农
民健康和提升农村医疗
服务水平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然而，客观来
说，目前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仍存在队伍不稳定、素
质不高、待遇偏低等问
题。欣喜的是，泉州正在
行动，出台了不少举措，
去年 10 月，《泉州市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五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2024-
2028 年）》的出台令人欣
喜鼓舞。他建议，要进一
步强化村卫生室的基础
救治作用，重点扶持边远
地区以及山区、海岛等特
殊地区村卫生室建设，也
要盘活用好编制资源，拿
出一定比例的新聘入编
人数专项用于乡村医生
岗位。

同时，通过提高县域
内医疗信息化水平、完善
村医人才激励及优待机制
等，切实将乡村医疗搞好。

政协委员谢玉娓是海
都报的老朋友，每年两会，她
关注的都是民生事。她告
诉记者，今年她重点关注的
是泉州市区的内沟河整治。

“我先生小的时候，内
沟河的水是可以打起来煮
饭的。”谢玉娓说，泉州城区
拥有丰富的水系，内沟河就
有 24 个河段，人口的扩容
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内沟河

的治理成为不可回避的城
市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
些年政府也在行动，去年开
始的古城污水治理工程就
包含了内沟河清淤。

谢玉娓认为，荡清内沟
河需要分段分批整治，实现
可持续的永久治理。她认
为，要先厘清水质污染种
类、河道淤塞、生态破坏程
度、文化影响等问题，再确

定水质改善、生态恢复、文
化保护等可持续性的目标，
确保整治工程的长期效果，
避免短期行为。

谢玉娓建议：首先要引
入活水与疏通清淤并举，进
行生态修复，从而改善水
质。老城区河段采用仿自
然河岸，同时做好文化挖掘
与展示，并在整治和管理上
建立长效机制。

关键词：茶产业复兴 / 培养茶产业接班人 建议茶艺列入非遗

关键词：荡清内沟河 / 引入活水改善水质 整治建立长效机制

关键词：失能失智老人
“嵌入”护理院 提供有力“医”靠N海都记者 吴日锦 文/图

政协委员谢玉娓

魏
文
枢

华
丰
社
区
﹃
拆
墙
并
院
﹄

人大代表廖雪花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文/图

为民办实事永远在路
上。去年初，泉州市委、市
政府面向社会公布了 40个
为民办实事项目，包括医疗
健康、文化教育、城乡品质
提升、养老托幼、扶弱助贫、
环境治理等六大类。经过全
市上下共同努力，2023年为
民办实事项目已全部顺利完
成，一张张民生答卷，擦亮
了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

建成30个星
级暖心医疗点

去年，为推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泉州市依托“党
建+”邻里中心，配备自动
取药机、健康小屋及诊疗所

需仪器设备，组织二、三级
医院为主的专家骨干定期
下沉巡诊坐诊，建成了 30
个星级暖心服务医疗站
点。过去一年，全市累计开
展专家诊疗服务 59770 人
次、健康讲堂服务 32192人
次 、健 康 小 屋 自 测 服 务
35495人次；完成 12家乡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
市、县中医院累计下沉骨干
坐诊、带教 167 人次，服务
群众近21.5万人次。

老旧小区改
造惠及居民3万户

为大力推进城乡教育
资源均衡，去年，泉州全市
共计 225所中小学完成“乡

村温馨校园”建设。建成
“5G+专递课堂”录播教室
540间，在全国率先实现语
文、数学、英语学科的“5G+
专递课堂”常态化应用，惠及
13个县（市、区）的336所学
校、1213个班级，以及 1667
名教师、5.83万名学生。

2023 年，泉州市聚焦
民生用电关切，全市完成
25个及以上老旧小区供配
电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更 换
93.37 万只智能电表，推动
全社会新建超 1500个充电

桩，实现一类乡镇充电桩覆
盖率100%。

过去一年，全市实施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 247个，惠
及居民 3万户，其中，德化
县凤凰山庄 1-3期改造项
目，入选 2023 年住建部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联系点。
同时，完成宝宏花苑、诚信
大厦、铭人世家等 51 个小
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改造
后的小区，实现供水系统更
加节能高效、用户水压水量
更稳定、水质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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