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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据福建日报

17日上午，省十四届人
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
体会议。

周祖翼、张彦、崔永辉、

郭宁宁、吴偕林、宋鸿喜、
林文斌等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选举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委员6人。

大会选举工作由大会
主席团主持。担任本次全体

会议执行主席的是：邓力平、
付朝阳、李茂发、吴金程、
吴 洪 芹 、余 红 胜 、张 彦 、
张毅恭、周联清、郑福源、
崔永辉、梁建勇、赖军。主
席团常务主席周联清主持

会议。
省十四届人大实有代

表 559人，出席 536人，符合
法定人数。

大会首先表决通过总
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接

着，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进行选举。本次选举的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
差额选举。代表们认真
填写选票后，投下庄严的
一票。

经选举，王世雄、金敏、
翁玉耀、曹世民、梁伟新、
詹昌建当选为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

当主持人宣布选举结
果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海都讯（记者 陈逸之）
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
期患者提供全面照护，旨
在缓解疾病终末期患者身
心痛苦。其不仅有利于改
善疾病终末期患者生存质
量，更能避免无效过度医
疗活动、减少医疗资源浪
费、预防因病致贫返贫。
我省安宁疗护试点工作近
年来逐步启动，不过，还存
在安宁疗护资源紧张、学
科建设滞后、医院安宁疗
护科室有待普及、二级医
院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情
况。与先进省份相比，我
省安宁疗护事业仍有较大
提升空间。

为此，省人大代表刘
健建议，我省进一步集合
政策资源、社会资源、医疗
资源等方面，制定系统性
与连续性的安宁疗护政
策，持续拓展安宁疗护服
务覆盖面，加强生命“最后
一公里”关怀，让人民群众
在生命最后阶段活得“无
痛苦、有质量”。

完善安宁疗护政策，
拓展服务覆盖面。在省内
诊疗及住院量下降较为明
显的二级医院，加快建设
安宁疗护科室，破解二级
医院“夹心层”困境，盘活
闲置资源。汇聚医学、护
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专

业力量，进一步完善安宁
疗护服务指南，更好指导
基层医务工作，确保可持
续发展、高标准运作。同
时，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
南平、三明、宁德等地，创
建优质省级安宁疗护示范
基地，引入政府专项资金、
慈善基金等，对安宁疗护
从业人员进行支持，吸引
更多安宁疗护专业的优秀
人才。

加强安宁医科建设，
宣传科学的生命观。鼓励
省内医疗院校护理专业增
设安宁疗护课程，加强专
业人才培养储备。在高校
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盘活闲置医疗资源，
提高安宁疗护服务可及
性。促进跨科室医疗资源
整合，统筹利用闲置病床，
整合安宁疗护科室的人
力和设施配置，优化医疗
资源合理利用，积极应对
社会需求变化。提高安
宁疗护服务可及性，逐步
构建“以社区为基础、以
居家为单位、以二级医院
为支撑”的安宁疗护服务
体系。推动将医疗机构
和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费
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长
期护理保险及其他补充
医疗保险范畴，探索安宁
疗护付费制度。

《措施》提出，开展“送岗
上列车”招聘活动。在人流
量密集的福州火车站“八闽
第一站”、火车站南广场创新
举办10场“送岗上列车”系列
活动，通过在途经赣、湘、鄂、
贵、滇、陕、甘、宁等中西部地
区的列车车厢内布设招聘活
动、发布岗位信息，让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在返乡途中为未

来来榕就业打好基础。
开展“点对点”复工返

岗输转活动。依托在中西
部设立的133个劳务协作基
地，发布闽东北协作区、福
州都市圈企业岗位信息，组
织劳动力来榕就业，并辐射
闽东北协作区和省内其他
地市。春节后继续组织“点
对点”包机包列包车活动，

接送重点企业和中西部地
区务工人员复工返岗。鼓
励各县（市）区和产业工会
为“两节”期间从户籍所在
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回本
地复工的非榕籍返岗职工
发放交通补贴。

开展“不打烊”招工引
才活动。依托“福你就业”
用工服务平台，春节期间提

供“不打烊”招工引才服
务。依托“福你就业”小程
序、“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
网等线上平台，为来榕求职
毕业生提供AI求职指导、政
策匹配、免费住宿等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来榕就业高
校毕业生按1万元标准发放
一次性生活补助，所需资金
从市县财政资金支出。

增产增效企业 最高补助20万元
福州出台十条举措支持企业稳定生产、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福建省人大代表刘健：

在我省推广安宁疗护服务

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会
选举6名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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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 17日宣
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
海居民赴台团队游。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
应询表示，大陆方面始终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一贯支持推动两岸人员往
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
态化，为台湾同胞谋利造
福。大陆旅游主管部门宣
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
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是回

应两岸同胞热切期盼加强
交流往来的切实举措，顺
应了台湾同胞要和平、要
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
同心声，我们对此积极支
持，乐见其成。

他表示，希望民进党
当局正视岛内主流民意和
业界呼声，尽早解除“禁团
令”，取消岛内民众到大陆
的旅游警示，全面恢复两
岸客运直航航点航班，为
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
流创造有利条件。

闽沪居民赴台团队游
将于近期恢复

国台办：积极支持、乐见其成

为支持福州市企业稳定生产、保障企业用工需求，1月16日，福州市人社局、市工信
局、市总工会、市财政局联合印发《2025年“福你就业”促进稳工稳产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助力福州市经济社会平稳向上发展。

《措施》还明确，开
展“春暖职工”关爱活
动。各级人社、工会、工
商联、企联等部门结合

“两节”送温暖活动，针
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
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职
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艰苦行业一线职工、农
民工、环卫工人等广大
一线职工，通过走访慰
问、赠送年夜饭物资、发
放慰问礼包等多种形
式，切实把党和政府的
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
及时送到广大职工群众
的心坎上。

同时，打造“15分钟
就业服务圈”。通过线
上优化推广“福你就业”
服务平台，线下建设 374
个全市统一的零工服务
点，实现“大数据+铁脚
板”的 24 小时全天候公
共就业服务，打造“家门
口”的“15分钟就业服务
圈”。助力“假日经济”，
进一步提升灵活用工服

务能力，加大岗位收集
和发布力度，满足个性
化用工需求，同时做好
求职登记、就业指导、劳
动维权等“一站式”服
务。

打造就业困难人员
帮扶工程。按时足额发
放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保
险金等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确保应保尽保、应享
尽 享 。 围 绕“ 就 业 帮
扶 真情相助”活动主
题，做实做细就业重点
群体跟踪帮扶台账，通
过走访摸排、暖心援助、
岗位收集、兜底保障等
系列举措，不断增强援
助对象就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确保有就
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
100%实现就业。针对困
难群众就业、社保办事
需要，大力推进“高效办
成一件事”，丰富“直补
快办”“一网通办”工作
方式，促进惠民助困政
策精准直达。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措施》明确，发放一次
性稳定就业奖补。对春节
期间连续生产、稳定用工的
规上工业企业，按每人 300
元标准和该企业春节期间
连续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给
予企业春节期间一次性稳
定就业奖补，单家企业补助
资金上限为 10万元。对符
合市级增产增效奖励条件
的工业企业，单家企业补助
资金上限提高至 20 万元。
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

列支。
发放一次性用工服务

奖补。社会机构(含商会)、
老员工在 2025 年一季度为
重点企业（指榕委办〔2017〕
10号文所列企业，以及各县
(市)区、高新区管委会确定
的重点企业）介绍招用新员
工，稳定就业1个月以上，按
照 500元/人标准给予奖励，
单家企业补助资金上限为
20 万元。所需资金从就业
补助资金列支。

发 放 一 次 性 扩 岗 补
助。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阶
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
1%，做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
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
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及 16~24 岁登记失业青年，
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
其足额缴纳 3 个月以上失
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
的企业，每招用 1人按 15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
补助。

发 放 一 次 性 创 业 补
助。与高校、知名培训机构
合作，通过参加进修学习或
交流考察等方式，举办初创
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班，并
按每人最高1万元标准给予
补助，鼓励支持创业带动就
业。持续开展“植根榕城”
优秀创业项目资助计划，评
选 100 个创业项目，按获奖
等次分档给予 3万~10万元
资助，其中港澳台青年创业
项目比例不少于10%。

春节连续生产稳定用工的企业最高补助10万元

春节后继续组织“点对点”包机包列包车活动

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
实现全天候公共就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