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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项目
挂号/建档费

儿童颜面发育检查
牙松动度深度检测

种植牙、牙齿矫正方案设计
口内常规检查

数字全景片、口腔CT
数字化3D口扫

补贴比例

100%

需付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0元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3月16日
报名对象：有牙疼、牙松动、牙不齐、牙缺失等症状的福州居民
补贴范围：种植牙、牙齿矫正、补牙、拔牙、儿牙预防等项目
活动细则及报名方式
公益补贴一:
免费口腔筛查：符合条件的福州居民可享受口腔检查全额补贴；
多项口腔检查——全额补贴

公益补贴二: 种牙补贴：种植牙补贴后低至1880元/颗。
高龄补贴：年满 50周岁，口内缺牙 5颗及以上，可申领1颗免费种

植牙。（具体报名详询）
公益补贴三: 口腔修复补贴：存在牙体缺损、龋齿、牙疼等问题，

可申请修复补贴，每人可得500~1000元；

重点项目补贴：补牙（首颗）、拔松牙（首颗）、儿童全口涂氟补贴价9.9元
公益补贴四: 矫牙补贴：

★青少年口腔颌面部生长发育免费评估；

★金属托槽矫正补贴1~2万元；

★隐形矫正牙套免费试戴1副，补贴2~5万元，补贴价低至13900元；
支持医保结算: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指定同福医口腔提供技术支持，看牙项目若符

合医保范围，可使用医保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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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全国老年人(60岁以上)人均缺失牙齿11颗，全口无牙比例为6.8%。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深入推进“三减三健”健
康口腔行动，结合当前福州居民口腔健康状况，2024年，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将缺牙问题纳入重点关注范畴，推出

“999颗种植牙免费送”公益活动。
据悉，只要年满50周岁，缺牙5颗及以上，均可申领1颗免费种植牙（报名后符合筛选条件即可手术），同时，口

腔惠民工程多项免费、专项补贴，防治结合，促进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管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同福医

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
申领惠民补贴流程

1.报名:拨打 400-0591-560热
线申领或扫描文内二维码申领，申
领时间截止到2024年3月16日。

2.审核：等待基本信息审核及
工作人员电话进行核查确认。

3.领取：如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并
且确认无误，以工作人员告知时间为
准，到指定单位使用。

4.就诊：领取成
功后，请按预约时间
到指定单位指定医
生处就诊。 微信申领通道

免费种植牙申领最后6天
50岁以上福州市民可申领

近日，一个远洋船载
气 象 自 动 站 被 安 装 在
3000吨排水量的“福远渔
运 87”冷藏运输船上，并
调试启用（如上图）。这意
味着我省首个远洋船载气
象自动站成功落户石狮远
洋渔轮，将为远洋渔业生
产提供有力的气象保障。

据了解，这个远洋船
载气象自动站装有超声波
测风仪、百叶箱等设备，可
全天候采集航行沿线的风
向、风速、能见度等气象数
据，为海洋预报服务、远洋
船舶航行提供第一手气象
信息支持。

（据福建日报）

N据福建日报

作为福建省最大的贸
易伙伴，东盟与福建的贸易
往来不断升温。据福州、厦
门海关统计，今年前 2 个

月，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
771.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19.9%，高出福建省整体
增速 6.8个百分点，创同期
历 史 新 高 。 其 中 ，出 口
495.2 亿元，增长 27.7%；进

口276.2亿元，增长8.1%。
民营企业增长势头强

劲，是福建省对东盟贸易的
“排头兵”。今年前 2个月，
福建省民营企业对东盟进
出 口 510.3 亿 元 ，增 长

34.7%，占同期全省对东盟
贸 易 总 值（ 下 同 ）的
66.1%。同期，国有企业进
出口 180.4亿元，占 23.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80.7
亿元，占10.5%。

海都讯（记者 李嘉琪
通讯员 连融媒） 记者近
日获悉，中国铁建港航局
近日中标华润连江外海海
上风电项目风机基础及风
机安装施工工程（二标
段）。该项目将批量化使
用 18兆瓦海上风机，并将
成为全国单机容量最大的
海上风电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
福建连江东侧海域，总投
资 80.48 亿元，规划容量
700兆瓦，拟建设 39台 18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并配套

建设一座 220千伏海上升
压站及陆上集控中心，预
计年发电量33亿千瓦时。

华润新能源（连江）有
限公司项目建设总指挥陈
成福介绍，陆上集控中心
已于去年 12月正式动工，
计划于2024年4月开始海
上主体施工，2025 年 8 月
全容量并网，运营期大约
25 年。项目建成后与相
同发电量的常规燃煤火电
机组相比，每年可节约标
煤约 95.8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263.2万吨。

我省首个远洋船载气象自动站启用

可全天候采集气象数据

前2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创新高 民企增长势头强劲

全国单机容量最大海上风电项目

将落户福建连江

资金问题解决后，要实
现小区治理“管理有长效”，
还需建章立制、完善机制。
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小区党
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
企业、小区居民“四方联动”。

对此，晋江市梅岭街道
梅庭社区居民深有体会。3
年前，梅庭社区、瑞璟·香榭
花都小区物业、业委会三方

代表，多次就一件事展开探
讨——

5 万多平方米的地下
停车库喷涂地坪漆，钱怎么
出？如何让 1236户居民满
意？三方讨论的结果是：业
主每户出 400元，地产商出
7个车位变现，小区公共收
益再拿出一些钱。最终，事
情办了，居民也很满意。

构建法治化、服务型的
物业管理体系，在我省并不
少见。

橡树湾是厦门市首批
实行公共收益统一代理记
账的小区，小区将游泳池、
广告、经营摊点等公共收益
统一打包，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代理记账，改变了以往
由物业服务企业自己做账

的做法，让每一笔公共收益
的收取、使用都变得更加规
范，且有迹可查、公开透明。

治理触角向小区延伸，
构建起多元共治新格局，有
效解决了过去“看得见的管
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
治理难题，我省小区治理实
现从“各唱各调”向“同频共
振”转变。

从“各唱各调”变“同频共振”
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小区治理多方联动新模式，物业服务覆盖面大幅提高

天台漏水，如何处理需要大伙儿共同商议，顶楼居民着急，楼下居民漠然置之；污水管堵塞，一
楼居民难忍，楼上的居民却不愿出钱……缺乏物业服务，导致老旧小区居民经常面临一些难题。

横亘在物业与居民之间的最大问题，还是钱。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近年来，我省围绕
强化社区物业党建联建，聚焦物业服务管理，建立“社区+物业+业委会+居民”多方联动机制，探索
老旧小区可持续管理模式。数据显示，目前全省16800个住宅小区中，有物业服务的占95.92%，有
承接物业服务项目的物业服务企业共357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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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时发现，我
省不断拓展“党建+”基层
治理模式，在社区、物业、
业委会多方联动下，通过
盘活闲置资产，“旧巢”引
入“新凤”，既解决了资金
困难，也有效提升了小区
品质。

乘 坐 电 梯 时 查 看 公
告，已成为安溪县山水湾
小区业主许金土的习惯。
不久前，新的一份公告出
炉，印着小区公共收益收、

支、结存情况。“去年的收
益结余，将由物业行业党
委推动完成山水湾小区电
梯更换事宜。”山水湾小区
的 公 共 收 益 ，主 要 来 自
2021 年以来建成的 193 个
立体车位。2020 年 8 月，
安溪县物业服务行业党委
牵头组织县物业服务行业
发展促进会、山水湾小区
兼合式党支部、党员楼长、
业主委员会成员、业主代
表等召开协调会，探讨解

决停车难问题。
相较山水湾小区，晋

江市青阳街道永丰里小区
在改造时，率先实施“改管
运一体化”改造新模式，物
业公司参与到设计改造、
物业进驻、管养运营的全
链条中，还盘活永丰里小
区店面，提升店铺效益。

记者了解到，聚焦物
业服务管理突出问题，我省
已先后出台、修订《福建省
物业管理条例》《福建省物

业服务企业信用综合评价
办法》等，并在 2015年成立
了社会组织行业党委，在设
区市依托物业管理主管部
门建立物业行业党委，切实
推动社区物业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形成
了合力共治小区难题的基
层治理新格局。截至去年
底，我省已推动 1064 个无
物业服务小区实现兜底物
业服务，物业服务覆盖面大
幅提高。

盘活闲置资产 无物业小区实现兜底服务

多方联动共治 建立长效管理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