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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通讯员 林小玉 高林莎）
近日，记者从平潭综合实验
区社会事业局了解到，当
下平潭公立医疗机构，包
含村卫生所，均已推行“先
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就
医”模式。这一模式显著
减少了患者排队次数，有
效缩短排队时长，凡参加

医保的群众，都能享受便
捷的就医体验。

14日上午，在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平潭分
院门诊大厅，许多患者因

“信用就医”模式，体验到了
全新的就医感受。“以前看
病，如果要看两三个科室，
需要多次结算。现在能先
看病，最后统一结算一次，

特别方便，对老年人也很友
好，不用到处找结算的地
方。”市民林娟说。

据悉，“信用就医”以个
人征信为底层支撑，叠加医
保信用监管形成双层约束，
整合医保、医疗等资源，构
建“征信评估—服务提供—
支付保障”的生态闭环。参
保群众在就医、住院时，无

需提前缴纳预存金，可直接
就诊、办理住院手续，切实
简化患者就医流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平潭分院收费处负
责人杨小芳介绍，患者开通
医保信用就医服务后，便能
享受免缴预交金的信用服
务。“患者在自助机取号时，
系统会自动识别，符合信用

就医条件的，可直接取号就
诊。患者在诊室完成就诊
后，在取药、检查、检验或门
诊手术前，可一次性结算单
次所有费用，省去在不同科
室之间来回排队存钱、结算
的麻烦。首次到医院就医
的患者，需要先到收费窗口
开通医保卡。”

目前，平潭公立医疗机

构已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
费”举措。下一步，平潭综
合实验区还将持续完善结
算资金余额退回机制，构建
诊疗失信限制机制，切实做
到“先诊疗、后付费、免押
金、省时间”，让患者能更安
心地接受治疗，也促使医院
的服务流程变得更加高效、
更具人性化。

平潭推行“信用就医”模式
参保群众无需提前缴纳预存金，可直接就诊、办理住院手续，切实简化患者就医流程

“都市农夫”下乡“共享菜地”兴起
部分市民在闽侯等郊区租地当起“新农人”，利用闲暇时间种菜，既满足家人的

蔬菜需求，又能体验农耕乐趣

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铁集团”）获悉，铁路
五一假期运输自 4 月 29
日至 5 月 6 日，共计 8 天，
预 计 客 流 最 高 峰 出 现
在 5 月 1 日。4 月 15 日，
假期运输首日的火车票
正式开售。

今年五一假期，旅客
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需
求旺盛，铁路客流预计将
显著增长。在运力安排方
面，国铁集团统筹线路和
装备资源，全国铁路实行
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
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
借助铁路 12306购票大数
据，实时跟踪客流变化，通
过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
开行夜间高铁、加挂车辆
等方式，在热门区间和时

段精准投放运力。进京、
进沪、进穗等主要方向的
列车将满轴或满编组运
行，同时保持普速列车开
行规模，持续运营公益
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
旅客列车，满足沿线群众
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特别提醒，
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部分
地区和时段可能运能紧
张，旅客可选择错峰购
票，或通过候补购票、同
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
出行。铁路 12306 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是唯一
官方互联网票务渠道，无
额外收费项目，购票时务
必确认票款收款方为“中
国铁路网络有限公司”，
避免选择第三方平台，以
防个人信息泄露和经济
损失。

五一假期
铁路运输首日车票开售

N海都见习记者 何丹莹

“走！周末种菜去！”随着春耕时
节的到来，这句充满泥土气息的邀约
正在福州朋友圈刷屏。记者走访发
现，“共享菜园”正悄然兴起。只需支
付数百元年费，市民便能在距市中心
20 公里的郊区认领一块 20 平方米的
菜地，既可满足一家三五口人的日常
蔬菜需求，又能体验从松土播种到采
摘收获的全流程农耕乐趣。这种租地
当“新农人”的模式，不仅融合了经济、
教育、休闲等多种属性，还为城市生活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从钢筋水泥到阡陌田
园，福州的共享菜地不仅重
塑了生产关系，更改变了都
市人的生活方式。“共享菜
地”为何悄然走红？阳光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张慧芳教
授认为，“共享菜地”是一种
通过共享平台激活农村土
地（包括闲置耕地、撂荒地、
房前屋后零散地块）+城乡

劳动力+城乡资本等资源，
形成轻资本化、体验丰富的
经济模式和消费模式。

与传统农业租赁不同，
“共享菜地”不仅提供土地
使用权共享，还包含场景化
体验和多元参与，运营方深
度介入经营，提供种植指
导、托管服务甚至远程监
控，形成“生产性体验+社交

互动”的新模式。
为什么市民愿意为租地

种菜付费？张慧芳教授表
示，这背后是经济与非经济
动机的双重驱动。张慧芳教
授分析，经济因素中，比起购
买市面上的有机菜，自种的
经济成本可能会更低，非经
济因素涵盖食品安全、体验
经济、社交需求、亲子教育、

研学活动和减压需求等。
“露营经济侧重社交性

与短暂消费体验，而共享菜
地能创造实物农产品和情
感价值，具备更持久的参与
周期。”张慧芳教授表示，这
种深度融合城乡资源的模
式，或许正在成为都市人群
追求自然、体验农耕文化的
新选择。

在闽侯县五都村一家
农场共享菜园内，主理人黄
女士正在开垦着荒地，其中
一些 20平方米的菜地上还
挂着认领人的姓名牌。

“我是今年 4月份开始
做的，目前承包了 4 亩地，
有 3 亩用来做共享菜地的
出租。”黄女士表示，她将 3
亩地分化成 100块地，现在
已经出租了 8 块，近 200 个

平方。目前来的租户中，
既有怀旧的银发老人，也
有年轻父母带孩子体验自
然，更有白领把种菜当减
压方式。

此外，为满足不同需
求，黄女士所经营的共享菜
园还推出两种模式：以一块
20平方米的菜地为例，租户
自种模式年费 800元，全托
管模式（即帮客户全程管

理）为 2000 元，均提供种
子。“剩下的一亩地用来打
造成露营烧烤的休息区，还
有个小池塘可以供租户们
钓鱼。”

记者向福州其他几处
共享菜园的经营者了解到，
除了按年为单位进行收费，
还有按照季度起租。一位
农场主理人告诉记者，以20
平方米的共享菜园为例，如

果是全托管模式则每月400
元，并且可以免费提供可视
监控，租户通过监控视频就
能实时掌握蔬菜生长情况。

“我承包的地在 200平
方米左右，去年就有 4~6组
家庭来租地种菜。”该主理
人表示，如果租户没空来
收菜，还会提供送菜上门
的服务，配送费参考同城
配送费。

早上 6点，福州白领林
倩的手机闹钟响了。洗漱
之后，她便驱车 20 公里前
往闽侯县一处共享菜地，
那里有她租下的“现实版
QQ农场”。

“现在是春耕时节，可

以种下第一轮种子了，等过
一个月就能有收成。”林倩
称自己为“都市农夫”，朋友
圈里种菜打卡的点赞数，早
已超过健身房锻炼照的点
赞数。

记者走访发现，在福

州，像林倩这样的“都市农
夫”并不少见。他们利用
周末或闲暇时间，远离城
市的喧嚣，体验农耕的乐
趣。同样租了一处共享菜
地的王先生就对记者算了
一笔账：“现在的共享菜园

基本都会提供农具、种子、
有机肥，还有农技专家的
定期指导，到了收成季，菜
园主还会帮忙采摘配送到
家，不仅省了买菜钱，更重
要的是种菜过程很治愈，
孩子还能来体验农耕。”

专家：两大因素驱动“共享菜地”走红

“有父母带孩子体验，有白领把种菜当减压”

“不仅省了买菜钱，种菜过程还很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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