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1日 大雨转暴雨 22℃~25℃

11月1日 小雨转多云 20℃~24℃

11月2日 晴转多云 20℃~28℃

福州市区今起三天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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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百姓“看病钱”
为了让市民了解医保，正确使用医保，让

医保更好地服务于市民健康，福州仓山区瑞来
春堂中医门诊部（以下简称“门诊部”）积极落
实医保政策，规范医保基金使用，多措并举服
务，守好老百姓的“救命钱”。

为使用好医保资金，门诊部积极落实主要
负责人抓基金安全职责，结合门诊部实际，明
确监管要求、细化违规考核，完善基金使用内
部管理制度，规范医保基金使用。面向门诊部
人员，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培训。以绩效考核及
综合目标管理为抓手，将各类违规事项直接与
个人绩效挂钩，全面提升全员医保基金使用主
动管理意识。

全力把好医保基金使用关。严控门诊部医
保年度费用额度，严格执行医疗保障凭证实名
制，规范做好理疗处方登记，合理开具每位患
者医保服务项目和金额。针对患者违规使用他
人医保卡的行为，门诊部工作人员及时制止并
告知正确使用规范；针对患者要求开具长期处
方、重复理疗的行为，门诊部工作人员耐心解

释并悉心引导，多次避免患者浪费医保基金的
行为，切实维护好医保基金安全。

快速部署落实医保政策。医保门诊报销政
策调整时，门诊部第一时间制作海报，放置于
医保结算处及大厅，让就诊患者第一时间了解
到国家好政策，及时享受国家好政策。门诊部
公众号主动转发福建省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
关于医保基金新下发政策的文章，大大提高了
公众对医保基金政策的认知和使用率。

主动服务引导患者正确使用医保。门诊部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开展医保基金使用宣
传工作；在门诊部大厅及前台放置宣传医保基
金相关内容的海报、易拉宝、宣传册；在候诊大
厅电视、广告机滚动播放医保卡通宣传片；让
公众了解医保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
及哪些使用是违规行为；现场工作人员还悉心
为患者提供医保服务指导。

此外，门诊部主动定期开展医保基金使用
自我监管工作，加强内控体系机制建设，依法依
规依纪开展医保业务，当好医保基金“守护者”。

--福州仓山区瑞来春堂中医门诊部当好医保基金“守护者”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通讯员 张钤 廖玥） 秋台
风指出生于 9月至 11月的
台风。秋台风有何特点？

福建省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赖巧珍介绍，秋台风更
倾向于生成在西北太平洋
较低纬度的洋面上，那里的
海温较近海海温和高纬度
海温更高，能量充足，该海
域距离陆地远，台风能够有
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长身
体”，往往能够长成结构对
称，台风眼清晰的台风，因
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
的比例更高。也正是由于
其生命史长，副热带高压和
冷空气等影响因子变数大，
台风强度、路径走向、风雨
影响常常让人捉摸不透。
例如，让秋台风又爱又恨的
冷空气，它的参与会造成台

风风雨影响范围更大、影响
时间可能变长，但当冷空气
太强时，又不利于台风的发
展，进而影响台风路径的变
化，增加预报难度。总而言
之，秋台风都不可小觑，需
加强防范。

受台风“康妮”影响，福
建将迎来大风和强降水。
10 月 30 日夜间至 11 月 1
日，福建沿海海区和渔场最
大风力可达 10~12级、阵风
12~14级；陆上大风预计沿
海地区部分县市阵风可达
8~10级。台风带来的强降
水时段集中在10月31日至
11月 1日，中北部沿海地区
有暴雨到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台
风过程需特别防范海上大
风及中北部沿海地区台风
暴雨的灾害影响。

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林涓） 今年第 21 号台风

“康妮”已于10月30日早晨
由强台风级加强为超强台
风级。从云图上看，目前

“康妮”台风眼清晰，结构完
整。预计，“康妮”强度还将
有所增强，将在 31 日白天
以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级
登陆台湾岛东部沿海，之后
穿过台湾岛向浙闽一带沿
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台
风“康妮”强势来袭，在秋台
风里算是个“狠角色”，或刷
新多项纪录。

据中国天气网显示，如
果“康妮”登陆台湾时还是
超强台风级，将打破 1949
年以来 10月登陆台湾最强
台风纪录，也是最晚登陆台
湾的超强台风。如果后期
登 陆 福 建 或 浙 江 ，将 是
1949年以来首次在 11月有
台风登陆福建或浙江，并创
造台风登陆福建、浙江的最
晚纪录。此外，台湾、福建、
浙江、上海都可能出现极强

台风雨，局地或刷新单日降
水纪录。

记者从福州市气象部
门获悉，受台风“康妮”和冷
空气共同影响，福州即将迎
来一波降温和降雨天气。
31 日全市暴雨，沿海县市
大暴雨。11月 1日全市小
到中雨，部分县市大雨。相
关部门要注意防范强降雨
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0 日，沿海风力已经
明显增大了，最大东北阵风
10~11级，31日还将继续增
强至 11~13级，相关海域的
作业船只要及时回港避风，
台风影响期间不建议市民
前往滨海旅游。

不少小伙伴可能会有
疑问，这都快 11月了，怎么
还有台风呀？据福州市气
象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凌介
绍，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
种，其形成需要特定的气候
条件，包括广阔的热带洋
面、高温高湿的大气环境以
及地球自转产生的偏向力

等。很多小伙伴以为夏天
过完台风就说再见了，事实
上，尽管马上要进入 11月，
但今年福州在气候上还未
正式入秋（常年入秋日 10
月 20日），台风也仍有继续
光顾的可能。

据 统 计 ，2000—2021
年生成的台风数量，6 至 8
月年均 10.9 个，9 至 11 月
年均 10.2 个，几乎不相上
下，甚至 9—11月生成的超
强台风数量比 6—8 月还
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台风“康妮”登陆与
否，它的外围环流叠加冷
空气，都将给福州带来明
显风雨影响，最主要影响

时段在 10 月 31 日到 11 月
1日白天，大家务必做好防
风防雨的准备。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获
悉，10月 30日 10时福建海
事局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
按照“大船疏、小船撤、危险
品船控”的总体思路，精准
落实防台措施。

截至 30 日 18 时，福建
沿海 56 条客渡运航线、
145 艘客渡船停航，其中
厦金、泉金、两马、黄马等
4 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均已
停航。此外，福建沿海全
部 115 个水上施工作业项
目、228 艘施工作业船舶
已停工。

秋台风“康妮”携雨来袭 福州或降温
昨日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今日登陆台湾岛东部沿海，之后穿过台湾岛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

秋台风有何特点？
□解读

10月 29日，国网莆田供
电公司员工加紧对秀屿沿海
地区供电线路下方的超高树
木进行修剪，消除设备隐患，
做好防御措施，积极应对台
风“康妮”。

据悉，今年第 21号台风
“康妮”或打破台风登陆福建
最晚纪录，其强度较大，且受
天文大潮期叠加暴雨影响，莆
田沿海地区洪涝灾害风险等
级较高，可能出现海水倒灌和
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莆田供电公司先“风”而

行，未雨绸缪，于 10月 30日
13时将“台风预警”提升至Ⅲ
级，第一时间部署防抗台风
工作。各单位、各部门积极
行动，提前进入警戒巡视状
态，全力做好防抗台风准
备。该公司组织开展供电线
路拉网式特巡特护，清理漂
浮物、供电线路通道附近的
超高树木等安全隐患，有力
提高线路健康水平。

此外，该公司还组织国
网福建电力“双满意”（莆田
电力义修哥）共产党员服务

队，利用无人机、智能巡检系
统等高科技手段，重点做好
变电站排水沟清理、杆塔拉
线补强、端子箱防潮检查；开
展地下站房及易涝地区站房
的封堵检查，备齐沙包、防水
挡板等物资；特别关注医院、
城市排涝站、防汛指挥部等
重要用户用电情况，加强同
小区物业的联动，督促大中
型小区、高层建筑做好地下
室的防进水措施，积极应对
台风“康妮”。

（通讯员 朱清霞）

N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
福建考察时强调，福建要继
续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
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
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国家认同。国务院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 30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全力推进《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
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意见》贯彻落实工作取得新

进展、展现新成效，形成一
批标志性成果。

一是在完善两岸融合
政策体系上迈出更大步
伐。目前，国家移民管理
局、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一系
列支持福建示范区建设政
策文件，进一步为示范区建
设授权赋能；福建省发布三
批45条政策举措，让台胞台
企可感可及、暖心安心，充
分体现大陆为台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心意。下一步，将
继续研究出台一批新的配
套政策措施，持续完善和推
出创新举措，为更多台胞台
企在示范区发展创造更好
条件，分享更多发展机遇。

二是在落实台胞台企同
等待遇上迈出更大步伐。福

建落实落细首批225项同等
待遇清单，取消台胞在闽暂
住登记，实现台胞在闽定居
落户“愿落尽落”；上线数字

“第一家园”服务平台，基本
实现台胞在闽“一网通查”和

“全网通办”服务；一批台胞
通过直接采认台湾职业资格
方式取得大陆相应技能证
书；一批台胞担任社会组织
负责人及仲裁员、调解员、陪
审员等；一批台胞获评各级
各类荣誉，台胞在闽就业创
业更有保障、在闽社会参与
更加广泛，台胞台企登陆的
第一家园广受认可。下一
步，将推出更多便利台胞参
与的社会融合项目、基层治
理岗位，扩大台企加入“福建
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数量

规模，加快打造厦金、福马
“同城生活圈”，推动学校、医
院、科研机构聘用更多台胞，
继续落实台胞在闽购房、普
惠养老、临时遇困救助、参保

“五险一金”等方面享受当地
居民待遇，让台胞愿意来、留
得住、融得进、发展好。

三是在促进闽台经济
融合发展上迈出更大步
伐。截至目前，福建累计引
进台资项目 2.5万多个，实
际利用台资 330多亿美元；
闽台贸易额累计突破1.5万
亿元人民币，闽台经贸稳步
增长，金融合作创新发展，
行业标准共通持续推进，示
范区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
最紧密的区域之一。下一
步，将研究出台促进闽台融

合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继续支持福建闽台融合发
展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闽台
基础设施应通尽通，着力构
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
枢纽。将进一步优化福建
涉台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厦
门综合改革试点、设立福州
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平
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
完善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
台，深化闽台优势产业合
作，为台商台企提供更多发
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四是在扩大闽台社会
人文交流上迈出更大步
伐。今年以来，福建已累计
举办 200 多场重要涉台交
流活动，参与台胞超过了
2.5 万人次，示范区已成为

两岸民间交流最活跃的区
域。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第
十二届海峡青年节、两岸青
少年棒球邀请赛、两岸同胞
迎中秋联谊活动等一系列
两岸同胞欢迎和喜爱的品
牌活动，成为促进两岸民众
交流、交心、交融的重要平
台载体，让两岸同胞走得更
近更亲。下一步，将持续巩
固两岸文化纽带，拓展寻根
谒祖和宗亲乡亲姻亲交
流。继续实施闽台历史展
示溯源工程，开展闽台关系
档案文献保护利用工作，创
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
式方法，让两岸融合发展的
基础更牢固、动力更强劲，
让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越来
越成为生动现实。

进一步推动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国台办：全力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展现新成效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未雨绸缪 奋力迎战台风“康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