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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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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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一老一小”，建立口腔健康防线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发放看牙补贴

近日，新一批口腔惠民看
牙补贴正式发放，福州常住居
民可在线申请（补贴名额有
限，满额后表单自动关闭）。
据悉，本轮补贴聚焦“一老一
小”两大重点人群，依托福州
市口腔惠民工程，优化社区口
腔健康模式，开展全程口腔健
康管理，覆盖口腔基础病种，
可用于种植牙、牙齿矫正、补
牙、拔牙、儿牙等项目。目前，
福州有8家定点口腔医疗单位
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市民扫描
文内二维码，可在线快捷申领。

一、政策介绍
看牙补贴针对福州常住居民。口腔惠民工

程主办方表示：“上班族忙工作，老人不方便自
行看病，儿童要等家长下班，对此，我们针对‘一
老一小’口腔健康服务管理优化，急病人所急，
为病人所需，近日开始增设夜间门诊，营业时间
延长至晚8点。”

二、补贴比例及范围
补贴范围：牙齿松动、缺失、牙龈出血、牙周

炎、龋齿（蛀牙）、牙疼等，不限看牙项目。
1、费用全免：为鼓励市民重视口腔健康，报

名后可在指定就诊单位享受8项口腔检查费用
全免：

√挂号建档
√种植牙、矫正方案设计
√儿童早期颜面筛查
√口内常规检查 √口腔内窥镜检查
√全景片、CT拍摄 √牙周健康检查
√数字化三维口扫

2、补贴比例：

①种植牙可申请每颗 4000元补贴，每人补

贴4000~50000元不等（细则请报名详询）；

②口腔惠民工程高度重视全口、半口牙缺

失人群，为提高其生活质量，半口牙种植补贴价

19999元起（细则请报名详询）；

③“一老一小”特殊补贴：儿童涂氟防龋、拔

乳牙（限首颗）、老人拔松牙（限首颗）补贴价均

为9.9元。

④存在牙体缺损、牙疼，可申请修复补贴，

每人补贴200~1000元；

⑤矫正补贴1~2万元，隐适美可申请免费

试戴 1副，青少年及儿童可申请免费颌面发育

评估；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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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
申领惠民补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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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显著增加国民休假时长，尤其需要在
带薪休假方面有更多可见度、更多标志性进
展。彭涵指出，为公众提供更多实在的假期、更
多的休假机会，其实代表了在节假日这个话题
上的思路导向：到底是更关注人，还是更关注经
济和消费？可见的是，近年来，“落实带薪休假”
一直是政策力推的方向。

如 2019年 12月 12日，国家 9个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 促进旅游
消费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优化节假日出行环
境、增加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景区管理水平
以及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
假或秋假的办法等。

2022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
出积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促进带薪休假与法
定节假日、周休日合理分布、均衡配置。

2023年 7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
知》，明确提出“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
峰休假、弹性作息”。彭涵称，从长远来看，更关
注人，才是真正地关注经济和消费，这也是国家
层面力推带薪休假等政策的原因。

但由于假日制度牵扯到文化民俗、理念变
革、经济发展、社会承受能力和当前形势等方方
面面，每个地方、每个领域的具体情况又有明显
的差异，各方的参与能力和表达诉求意见的能
力也有很大不同，以至于我国带薪休假落地过
程缓慢。

此外，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还表
示，从需求和供给的对照可以看到，现行的法定
节假日安排在时间格局上确实存在提升空间，
尤其是下半年的法定节假日太少，假期之间的
衔接较差，分布不够合理。

程超功指出，增加法定节假日，特别是下半年
的节假日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挖掘，一个是传统节
假日（含重要的历史纪念日）之前不放假的可以考
虑放假（如重阳节、冬至、腊八节等），另一个是针
对暑期等旅游消费旺季可以增加专门的假日。

专家表示，带薪休假也需要相关部门更多
地了解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及其员工在带薪
休假上的顾虑和难处，针对难点和痛点开展工
作。应尽快在某些领域和行业进行试点和推
广，制定路线图和尽可能清晰的时间表。

当然，在这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中，也要为公
众和各利益相关方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
主体多元化，休假政策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合
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与接受度，一步步切实提
升公众的假日体验。

如何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假期？专家表示，在我
国当前情况下，可以实现的，首先就是做好兜底性
节假日保障。

与此同时，在全国统一的公共假日基础上，也可
以一地一策地探索增加公共假日存量的可能性。可
供参照的是，当前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少数民
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
民政府，按照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依照此
规定，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公共假日上都有独有的
公共假日。

比如，西藏的“藏历新年”和“雪顿节”，广西的
“三月三”，还有云南、新疆、内蒙古、四川等少数民
族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公共假日。今年，四川凉
山的“民族团结进步节”“火把节”“州庆”和“彝历新
年”，合计甚至有16天。

事实上，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其他地方同样有
自己的传统和需要进一步弘扬的文化。这就为增
设假日提供了珍贵的文化基础和共识。

因此，在考虑增加全国统一公共假日数量的同
时，如能将《办法》规定有所扩展，使得我国更多地
区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其独有的地方性公共假
日，无疑将有效缓解当前统一休假时间和空间的聚
焦效应，推动旅游消费的健康发展。

有网友甚至翻出了2013年歌手那英关于调
休放假的评论：“我就不明白这假期为什么要与
星期六星期天凑到一起，而且还要挪呢？孩子
连着上七天八天的课，确实挺累的……生活节
奏被打乱其实挺像分泌失调，制定假期的同学
能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生活吗？”

那么，目前中国的休假模式有何利弊？与
其他国家相比，假期真的少吗？

环球旅讯首席分析师彭涵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从舆论层面可以看出，目前公众对于调
休“凑假”模式，意见较大、希望政策得以调整的
呼声非常高。究其根源，在于调休“凑假”模式
没有增加大家的假期总量，只是在拆东墙补西
墙，让公众在享受假期之后就必须“还债”，把欠
下的工作日给补上。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的公共节假日和带薪假期普遍存在差异。相
较而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公共节假日普遍
较多，带薪假期则明显不足。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受限于
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普遍强制设置更多的带薪假
期，企业更是缺少主动。此时的公共节假日，无
疑就扮演了为劳动者休息权利“兜底”的角色。

事实上，从全球各国的公共假期来看，中国
的假期并不算少，元旦 1天、春节 3天、清明节 1
天、劳动节1天、端午节1天、中秋节1天、国庆节
3天，共计 11天，与法国、意大利等国持平；但我
国5~15天的法定带薪休假，总体时长不占优，结
构上还有改善空间，且在推进落实层面也仍存
在问题。这些差距，也就是可以改进的空间。

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的节假日
也一直在调整之中，一直在探索包括带薪休假
在内的休假制度优化路径。

实际上，这背后也是公众对更好的假日制
度的迫切期待。人们希望在兜底性节假日上有
更多保障，也希望在带薪休假的贯彻落地上看
到更为明显的进展。

五一假期临近，“五一其实只放假一天”词条持续占据着热搜
榜，引发热议。关于国定假期如何休，是否应该调休的讨论热度再
起。不少人表示，这样调来调去，并没有增加假日总数。一些网友
吐槽称，在清明和五一假期调休后，“凑假”模式下，连续几个星期

“双休”都变成了“单休”，假期前后上了三个“六天班”，上班族“伤
不起”。为此，有人表示，希望能够正常放假、正常双休。有人则更
进一步，希望能够在不再调来调去的情况下休更长时间的假。

公共假期和所有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作为对经济社会有着直
接影响的假期关注，过去和现在是热门话题，未来也必然会被公众持
续关注。那么，除了调来调去，我们的假期还能怎么休？凑假还要持
续多久？这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公共议题。

中国假期真的少吗？
焦点一

如何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假期？
焦点二

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带薪休假？
焦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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