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明市大田县别称
“岩城”，有上千年种茶
历史。数据显示，大田
县 年 产 美 人 茶 达 4300
吨，占全国美人茶产量
的 70%以上，是国内面积
最大的美人茶生产基
地，被评为全国唯一的

“中国美人茶之乡”。大
田美人茶相继被列入

“ 福 农 优 品 ”“ 绿 都 名
品”，“大田美人茶开茶
节”被纳入闽茶文化品
牌，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支柱产业和助农增收
的富民产业。福建省人
大代表、三明市茗友茶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
香带来关于支持在大田
县建设海峡两岸闽台美
人茶交流中心的建议。

自 1998年首家台湾

茶企落户大田县后得到
不断创新发展，两岸在
茶树良种、生产加工、科
学研究、经贸文化等方
面进行了多层次、多维
度的互鉴交流和合作往
来。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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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后，大田县以
美人茶为载体，在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搭
建更多平台，推动两岸
茶企茶人更紧密的交流
合作。

张春香认为，海峡
两岸茶同根、种同源、艺
同师、技同门，关系源远
流长。大田美人茶已成
为两岸融合发展的经典
范例，是两岸茶文化交

流、茶产业合作、茶科技
应用和两岸情感融合的
生动实践。建议相关部
门整合现有涉台资源，
支持在大田县建设海峡
两岸闽台美人茶交流中
心，推进闽台涉茶领域
交流融合，推动引资、引
智、引项目工作，打造海
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样
板，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支持大田美
人茶市场拓展和品牌创
建。大田美人茶已被省
农业农村厅确定为“多
彩闽茶”区域特色公共
品牌之一，建议相关单
位从政策和资金层面加
大支持力度，支持大田
美人茶拓展市场，不断
提升大田美人茶品牌知
名度。

国之大者，人民福祉。
“政绩好不好，关键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翻阅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表述依

旧是重中之重。过去一年，福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落实一张张“民生清单”，兑现一份份“幸福账
单”，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强化“好不好”的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省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围绕百姓关切事积极分享经验、集思广益。

坚持民生为大 增进百姓福祉
代表委员们围绕百姓关切事积极分享经验、集思广益

福建省人大代表张春香：

建设海峡两岸闽台美人茶交流中心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
进，小区及其住宅建设成为
城市发展的重点。“从社会现
状来看，我们面临生育率持
续走低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的双重挑战，因此是否有必
要在小区配套幼儿园成为当
下要考虑的社会问题。”省政
协委员郑作俐表示，今年两
会期间，她带来了关于将小

区配套幼儿园转型为“养老
服务机构”的建议。

郑作俐提出两点举措。
首先，以小区为规模，将小
区配套幼儿园有条件地逐
步 转 型 为“ 养 老 服 务 机
构”。中国人口结构已步入
老龄化，目前养老仍以社区
为主，要是能让囊括上千人
上万人的小区在规划时配

套养老服务机构，一方面不
仅能让老年人生活有所保
障，另一方面还能让家人就
近照顾老人。

其次，以社区为规模，按
幼儿人数比例设置幼儿园，
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共
享。郑作俐建议，将距离近
并且幼儿人数较少的多家幼
儿园整合，理性办学。

福建省政协委员郑作俐：

将小区幼儿园转型为“养老服务机构”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
关键。“农村发展急需各类
专业人才，但由于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薄
弱，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难以吸引外部优质的人
才。”省人大代表，漳浦县
赤岭畲族乡杨美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蓝顺波
建议，有关部门应出台更
向农村倾斜的人才政策，
对到农村创业、就业的大

学生、专业技术人才等给
予政策优惠。

食有所安，住有所居，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从“居者有其屋”的基
本满足，到“居者优其屋”
的品质追求，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从未停止。

省政协委员、福建雪
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修珍萍长期从事物业管
理和家政服务行业。她在

调研中发现，我省还存在
大量的无物业管理老旧小
区，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环
境卫生差、安全隐患多、
公共设施维护不力等问
题，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
福指数。

因此，修珍萍今年的
提案重点关注无物业小区
的社区治理问题。她建
议，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
的引领作用，在老旧无物

业小区建立党支部或党小
组，形成良好治理氛围；加
大用于老旧小区基础设施
改造和环境整治的资金投
入与补贴力度；推行“大物
业共治”服务，将物业管理
与家政、养老、垃圾分类等
融合，以政策鼓励有实力、
信誉好的物业公司和家政
服务公司进驻老旧小区、
无物业小区提供服务，提
升社区管理水平。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
老。养老育小是关乎千家万
户的民生大事，如何为“一老
一小”办实事谋幸福，也是代
表委员们的建言重点。

“‘生了没人带’是制约
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
要因素。”省人大代表、邵武
市医患调解中心常务副主
任陈家珠建议，我省应在公
立幼儿园提供 1~3 岁幼儿
的普惠性托育服务，帮助解
决幼儿无人照看问题。

在各种养老模式中，社
区养老是当前最普及的养
老模式之一。省政协委员、
泉州聚贤庄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庄燕华建议，推动社
区养老“互联网+”发展，提
升社区康养的智慧化水平。

近年来，为破解“一老
一小”照护难题，我国北京、
上海、深圳等地创造性推出
养老、育幼服务双向融合的

“老幼共托”模式，让“上有
老、下有小”家庭的后顾之
忧得以缓解。

数据显示，我省亦步入
人口老龄化社会，致公党福
建省委会的集体提案建议，
应制定城市“一老一小”整
体解决方案，建立跨部门协
调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互
通共享，简化项目审批流

程；针对“老幼共托”出台
“政策包”，落实行政事业性
收费减免和建设补助、运营
补贴等政策优惠，提供多元
融资、房租减免、税收减免、
社会保险等支持。

发展向前，民生向暖。
推动资源往基层走，让“一
老一小”更有“医”靠。近年
来，我省不断提升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县、乡、村三
级一体化卫生健康服务网
络初步构建，基本实现“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
热在乡镇、村里解决”。然
而，基层医疗资源供给不
足、结构不够合理、质量和

效益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省政协委员，莆田

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助理、仙
游县总医院院长李航建议，
建立灵活的利益分配机制，
明确县域医共体内各成员卫
生院在资源共享与整合中的
权利与义务，打破资源流动
壁垒。鼓励卫生院之间开展
互利合作，即允许医生在多
个卫生院之间轮岗工作。鼓
励卫生院之间共享医疗设
备、试剂等资源，以提高医
疗资源利用率。建立乡镇
卫生院医疗联盟，促进成员
之间利益价值最大化，共同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作为一线医务人员，省人大
代表、三明市第一医院产科
主任姚敏蓉在工作中常与急
危重症、复杂疑难疾病患者
打交道。“我接诊过一些危重
症孕妇，她们因为付不起医
疗费用，导致了很多令人惋
惜的后果。”姚敏蓉建议，建
立医疗救治救助保障机制，
医务人员实施救治后产生的
大额医疗费用及后续治疗费
用，纳入财政专项资金保障
以及民政民生救助等范围。

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
体系，托起的是人民群众稳
稳的幸福。

近年来，随着网络电
商、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出
现，互联网灵活用工劳动者
人数快速增长，其社会保障
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
护工护理员等都是美好生
活的创造者，都应当得到全
社会的尊重。’听到这些话，
我十分振奋。”从互联网配
送行业基层成长起来的省
人大代表、福州朴朴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配送主管黄儿琳

深知这项工作的不易。他
建议，建立适应平台用工形
式和劳动者就业特点的劳
动权益保障机制，促进以配
送行业为代表的灵活用工
群体的健康发展，保障其合
法权益。

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加深，我国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却仍在正常工作的
超龄劳动者群体越来越大，
如何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
也日益受到关注。

“在大力推动银发人群
就业创业的同时，我省的工
伤保险政策并未跟上银发经
济发展要求，存在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人员无法参加工伤
保险等问题。”省政协委员、
宁德新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建新认为，这既增
加了企业的用工风险，也不
利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
安心地继续从事劳动。为
此，他建议，尽早出台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人员参加工伤保
险的相关政策，允许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人员单独参加工
伤保险，取消工伤保险参保
缴费强制与养老保险参保缴
费挂钩，在保障劳动者权益
的同时减轻企业负担。

N海都记者 陈逸之 罗丹凌

提升民生服务力度

奔向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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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省农村公路建设
仍面临资金不足、申报审批难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公路
建设的工程质量。为此，省人
大代表、龙岩市新罗区司法
局一级主任科员陈如金建议，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四好”
公路建设的资金倾斜力度，
特别是增加对原中央苏区、

革命老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农村公路建设的补助比例。
其次，要优化用地政策，在符
合规划和生态保护要求的前
提下，优先办理农村公路建
设项目用地审批，允许使用
未利用地。再次，要简化审
批流程，建立联合审批机制，
由地方政府牵头，组织自然

资源、交通运输、林业等部门
集中办公，统一受理项目报批
材料，同步开展审批工作。最
后，建立农村公路建设征地
补偿专项基金，保障资金稳
定且足额供给，重点向革命
老区、边远山区倾斜，保障农
村公路按期开工建设。

（福建日报）

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如金：

修好农村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