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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管三天，看病省时又省钱”
一个多月来，泉州在公立医院普通门诊全面实施该惠民政策，缓解群众看病“三长一短”难题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10月14日，记者从泉州
市人社局获悉，为优化
创业环境，提升创业质
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市人社局日前发布
泉州市 2024年“源来好
创业”创业资源“三清单
两名录”。

“三清单两名录”
即：创业孵化基地等创
业载体空余场地资源清
单、创业融资贷款清单、
创业培训机构和创业培
训课程计划等培训信息
清单，以及市级创业导
师名录、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名录。

据市人社相关负责
人介绍，“三清单两名
录”为创业者提供全面、
便捷的对接服务，降低
创业门槛，提高创业成
功率。

创业者可通过查阅
“三清单两名录”，了解
泉州市创业政策、场地
资源、融资渠道、培训信
息以及创业导师和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情况，根
据自身创业需求和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创业
场地和融资渠道，参与
创业培训，寻求导师指
导，利用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招聘人才。

去年以来，泉州市
人社局贯彻落实人社
部和省人社厅“源来好
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
活动安排，精心组织

“1+N”创业服务系列
活动，激发青年创业热
情，推动创业资源全面
整合，全力促进青年高
质量创新创业。其中，
举办线下主题活动 6
场，发放宣传材料 1000
余份，帮扶 4 个县（市、
区）共 15 个创业项目；
举办马兰花创业培训
班 39 期，为 1600 余人
提供创业培训服务；评
审资助 60 个优秀毕业
生创业项目，共计 160
万元；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172 笔共 3500 余万
元。

泉州发布

创业资源
“三清单两名录”

特色农产业成县域经济重要支撑
省政府印发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实施方案，至2030年，我省形成200条

产值超10亿元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10 月 14 日，福建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践
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的实施方案》
（简称《方案》）。《方案》主要
包含总体要求、全面开发食
物资源、全面提升质量效
益、切实强化保障措施等四
个部分，执行期限为 2024
至2030年。

根据《方案》，至 2030
年，我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
全面树立，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保障更加有力，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基本建成。全省
蔬菜、水果、畜禽、水产、食用
菌、茶叶、笋竹、中药材等特
色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品
质进一步提高，形成 200条

产值超 10亿元特色农产品
全产业链，特色农业产业成
为县域经济重要支撑。

做强做优三
大特色农业产业带

《方案》提出，要持续
做强做优临海蓝色、闽西
北绿色、闽东南高优三大
特色农业产业带，重点推
进七项任务。

在粮食生产方面，我省
将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扩大再生稻
和旱稻种植，挖掘旱粮生产
潜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在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油
料生产方面，实施油茶生产
三年行动，稳定花生种植面

积，扩大油菜种植。
在蔬菜生产方面，《方

案》要求，重点优化设施蔬菜
生产布局，扩大闽江口以南
冬春蔬菜种植面积，大力发
展夏秋高山蔬菜。在肉蛋奶
生产方面，巩固生猪产能，加
快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现代
生猪养殖基地；做强做优肉
鸡产业，推进禽蛋产业集聚
发展；巩固提升奶源生产能
力，建设奶牛智慧牧场。

针对特色水果产品，我
省将调优水果生产区域布
局，巩固传统优势水果，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加快
建设一批生态果园等。

建设深远海
海洋牧场

根据《方案》，在水产

养殖方面，我省将发展内
陆水域大水面生态养殖、
稻莲渔综合种养和深水网
箱养殖，发展实施人工鱼
礁项目，建设一批深远海
绿色生态养殖基地和国家
海洋牧场。在远洋捕捞方
面，鼓励发展大洋渔业，建
成投产、更新改造一批远
洋渔船，建成福州（连江）
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在新
业态培育方面，加快藻类
食物开发，发展海洋功能
食品等精深加工，打造一
批沿海渔港经济区。

此外，我省还将有序开
发森林食物资源，打造“森
林粮库”。大力发展笋竹产
业，支持冬笋丰产、笋竹两
用基地建设，建设全自动化
生产线，研发笋食品。充分

挖掘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发
展林下养殖，推进林下中药
材等自然种植，开发新型森
林食品。培育发展食药同
源产业，建设“福九味”中药
材产业集群，培育壮大建
莲、薏米、太子参、铁皮石
斛、黄精等食药同源产业。

打造“福农优
品”品牌矩阵

《方案》提出了三个方
面措施，为夯实践行大食物
观基础，如期实现具体发展
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增强农业科技创
新能力。强化食物开发基
础研究，建设食物开发创新
平台。加强优异、特色种质
资源收集、保护、鉴定、评
价，支持开展联合攻关，加

强现代化种业基地建设，培
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
企业。

二是促进全链条集聚
发展。建设一批产业园、产
业集群、产业强镇，培育壮
大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
发展精深加工，集成应用新
技术装备，开发一批新产
品，发展预制菜产业，打造

“福农优品”品牌矩阵。
三是提升食品质量安

全水平。持续推进治理“餐
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
程”，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健
全承诺达标合格证与“一品
一码”追溯并行制度，强化
全过程、全链条食品监管。
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就医过程中，不少患者会碰到“看一次病，挂多次号”的问题，不仅费时还费
钱。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验，9月2日起，泉州市在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普通门诊全面实行“一次挂号管三天”便民举措。

“一次挂号管三天”，即一次挂号三天内有效。如今，这一举措已推行月余，在
医院运行是否顺利？市民反响如何？近日，记者走访泉州多家医院，一探究竟。

10月13日上午，记者来
到泉州医高专附属人民医
院。在该院 5楼产科门诊，
几十位准妈或孕妈正有序候
诊。

由于当天号源紧张，林
女士没能提前在手机上预约
挂号，在导诊护士的帮助下，
现场预约了一个比较靠后的
号源。等她看完医生从诊室
出来时，已接近中午 12 时。
由于当天是周日，需要做的
检查中，她只能赶上抽血，彩
超得等到次日才能做。

“我们医院实施‘一号管
三天’举措，明天复诊时，您
只需重新预约产科医生，不
用再重复交挂号费了。”护士
边说边指导林女士在手机上
预约产科医生。

“一次挂号可以管三天，
这项便民措施很给力啊！”林
女士告诉记者，她还是第一
次体验这项服务，感觉省时
又省钱。

这项便利，已有越来越
多的患者享受到。据该院妇
产科主治医师颜桂清介绍，

实施这项措施，一来为患者
节省了费用，一些患者的检
查结果当天无法出来，她们
在 3日内再来复诊时，医生
工作台会弹出她们前一次的
就诊时间等相关信息，符合
条件的患者，医生不再收取
挂号费。二来患者复诊会更
灵活，若次日拿到检查结果
时要预约的医生号源已满，
护士可现场帮助预约复诊
号，或安排同科室的同级别
医师复诊。

“政策实行以来，有效解

决了产科、儿科等就诊患者
一次看病多次挂号的问题，
让患者就医省钱又高效，大
大提升了就医获得感。”泉州
医高专附属人民医院门诊部
王进胜主任介绍。

记者了解到，“一号管三
天”便民举措实施以来，包括
泉州市第一医院、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泉州市
正骨医院、晋江市医院（上海
六院福建医院）、石狮市总医
院等泉州市各县（市、区）多
家医院也开启了试点。

记者了解到，聚焦群众
就医痛点难点，泉州市卫健
系统找准“多次挂号”这一

“小切口”，从 9月 2日起，在
泉州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推行“一号管三天”惠民政
策，并鼓励其他公立医院、民
营医疗机构参与。

目前，这一就诊模式“切
口”虽小，但成效显著。记者

从泉州市卫健委获悉，“一号
管三天”实施一个多月，已累
计为患者节省费用近两百万
元，有效缓解了群众在看病
就医过程中“三长一短”（即

挂号排队长、就诊排队长、缴
费排队长、看病时间短）的难
题，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
负担，增强群众看病就医获
得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一〇医院（以下简称“第九一
〇医院”）早在今年 3月 1日
开始，就推出了“一次挂号三
日内复诊免挂号诊查费”的
便民措施。凡在该院挂号诊
疗的患者，三日内在同一科
室就诊不再收取挂号诊查

费，需要转诊不同科室的患
者，则要重新挂号。

“挂号是患者享受医疗
服务的首个步骤，多数医院
通常挂号‘仅限当日当次有
效’。如果患者当天拿不到
检查、检验报告，超出挂号时
效再去找医生诊疗，就需要
再掏一笔费用。”第九一〇医

院门诊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患者看病过程中存在的
检查报告未能及时出结果、
看病就诊时间较紧以及其他
原因，造成当天不能完成全
部诊治的实际困难，第九一
〇医院及时出台了“挂一次
号管三天”的惠民举措。

在第九一〇医院，记者

随机采访了七八位患者。对
于“一号管三天”政策，大家
都觉得不错。患者王女士告
诉记者，她已经享受到好几
次福利，“我血糖高，到门诊做
检查，部分检查结果需要次日
才能出来。政策实施前，看一
次病我得多挂一次号；现在，
一次挂号就能搞定。”

记者探访：多家医院开启试点，就医省钱又高效

这家医院实施半年多，受益患者众多

部门：新政实施一个多月，已为患者节省近200万

N海都记者
刘薇 文/图
通讯员 李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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