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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促增收 大力提振消费
我省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万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左右的年度总体目标
5月28日，省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福建省提振消费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实施就业增收行动、实施居民
减负行动、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实施大宗消费
更新升级行动、实施消费品质提升行动、实施消费环境
改善行动、实施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等7个方面提出
30条政策举措，锚定稳定就业、促进增收、提振消费的
工作路径，提出力争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0万人，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5.5%左右的年度总体目标。

稳定就业岗位。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千
方百计稳定就业，支持企业稳岗。推进“网约式”零工
平台建设，促进重点群体就业。2025年，建设1000
个以上零工驿站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失业人员
再就业1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万人。

鼓励创业就业。支持初创3年内的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吸纳就业，符合条件的，按招用人数给
予每人不超过 1000元、总额不超过 3万元的创业
带动就业补贴。

加强技能培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加快建设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时
时可接受职业技能培训。2025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20万人次以上，培养高级工以上6万人次。

促进农民增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广实
施以工代赈，2025年下达省级以上以工代赈补助
资金2亿元以上。

强化生育保障。出台福建省生育补贴制度实
施方案，为符合条件的生育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指导有条件的统筹区将参加
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托育券。

增加儿科供给。2025年，全省二、三级公立综
合医院全面开通儿科服务，实现每千名儿童拥有
儿科执业医师数超1.03人、床位数超2.5张。

提高医疗保障。扩容建设 9个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在公立医疗机构推行“先诊疗后付费”，实施
免陪照护服务工作专项奖补。

优化教育供给。持续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
资源，按规定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准，扩大政
策覆盖面。2025年，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学位3.5万个。

加大养老扶持。根据国家部署，适当提高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引导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等参加或接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保障重点群体。完善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挂
钩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有序推进非户籍人口在经常居住地申办低保。对
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给予补助。

养老托育供给。至 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不少
于100个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1000个长者食堂、1万张
家庭养老床位。实现每千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4.5个。

提升餐饮服务。支持福州、泉州申创世界美食之
都，鼓励各地加大餐饮消费券发放力度。2025年，举办

“八闽美食嘉年华”等系列推广活动 50场以上，力争全
省餐饮营业额达到2695亿元，同比增长5.5%。

优化家政服务。培育“乐福嫂”巾帼家政服务品
牌。2025年，建设10家以上家政企业培训基地，开展家
政从业人员技能培训2万人次。

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山水自然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水上、山地等户外运动项目。

繁荣演艺市场。2025年，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
100场以上。

深化文旅融合。打造“跟着高铁游福建”“跟着赛事
去旅行”等特色品牌，推出 10 条以上精品文旅线路。
2025年，力争全省开展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 1万场，实
现接待旅游总人数6.9亿人次、旅游总花费9000亿元。

拓展邮轮旅游。支持厦门、平潭等地开发运营“海
丝”邮轮航线和特色主题航次，丰富游艇、游船、海钓、帆
船等文旅产品供给。

强化入境服务。用好专项入境旅游资金，进一步完
善奖补细则，对符合条件的各类入境游经营主体给予奖
补。打造入境消费友好型商圈。2025年，新增推出 10
条入境旅游精品线路。

加力以旧换新。深挖潜力提振消费，推动大宗消费更新升
级，激发服务消费潜力。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推动装修材料、卫生
洁具等我省更多优势产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

促进住房消费。推广“房票安置”“共有产权”购房、住房“以
旧换新”等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出“购房补贴”“购房消费
券”。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多主体收购模式，支持各地收购
存量商品房作为大学生宿舍、社区养老服务用房、职工宿舍、农
民工保障房、人才房、青年公寓等。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
改造，2025年，开工城中村改造项目 5000套，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4.5万户。

支持汽车消费。推动各地开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展览、
房车露营、传统经典车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支持各地开展汽车促
消费活动，叠加购车优惠政策支持。2025年底前，力争累计建成
公共充电桩超8万个，实现公共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

支持首发经济。对国内外知名品牌开设首店、在闽举办首发
首秀首展、开设“福品展示中心”等给予资金支持。打造“福品首
发”平台，在重点商圈、步行街、特色商业街区建设首发经济集聚
区，培育“首店+”运营载体。

发展新型消费。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支持健康体
检、中医康养等新业态发展，规范有序发展医疗美容消费。加大
品质电商培育力度，举办2025年中国电商主播大赛，推广“直播＋
产业带”模式。支持福州、泉州、三明等申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
验区，推动发展低空旅游观光、空中摄影、无人机表演、海岛旅游
等业态。

内外贸一体化。举办外贸优品中华行（福建站）等系列活动，
推动外贸优品进展会、进社区、进步行街。

保障休息休假。将合理安排劳动者休息休假作为各级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鼓励错峰休假、分段休假、弹性作
息。鼓励各级工会扩大职工疗休养规模、丰富职工文体活动。

保障放心消费。2025年，全面推动市场主体建立公开承诺制度，
发展放心消费承诺单位1万家以上，引导经营者建立健全线下购物
无理由退货承诺、先行赔付、消费纠纷在线解决（ODR）等机制。

完善消费设施。推动5G网络、物联网等覆盖核心商圈，加快
建成一批公共停车场（楼）。2025年，新建 5G基站 1.1万个，新增
城市公共停车泊位2万个。

减少消费限制。支持有条件的景区、博物馆等场所逐步延长
开放时间，支持发展24小时营业点。支持大型商贸企业利用自有
场地进行外摆促销，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开展临街商铺外摆经
营。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政府采购，不得变相设置所有制、
规模、成立年限等门槛。基层工会可结合实际在现行规定基础上，
每年发放一次工会消费券，用于购买日用消费品和文旅产品等。

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夜间经营市集准入，优化相关证照办理
流程手续。对大众消费场所实行“无事不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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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服务消费
提质惠民行动

实施大宗消费更新升级行动

实施消费品质提升行动

实施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

实施消费环境改善行动

家门口的清清小河 为何成了“臭水沟”
福州马尾魁岐河河水发浑，腥臭难闻，沿岸小区居民苦不堪言；部门回应：腥臭味源自淤泥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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