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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日前，省
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发改委、教育厅等
13 个部门联合下发《福建省加强孤独
症儿童关爱服务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将进一步完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关
爱帮扶机制，有效提升孤独症儿童家庭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越早干预效
果越好。新规明确，我省将健全孤独症
儿童筛查干预服务体系，做到 0～6 岁
儿童孤独症筛查广覆盖。到 2025 年，每
个设区市要有 1 所市级医疗机构能够
开展孤独症儿童诊断康复工作，常住人
口 30 万以上的县（市）要有 1 所医疗机
构能够开展孤独症儿童诊断康复工作，
每个县（市、区）至少有 1 所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服务协议管理机构。

同时，制定完善孤独症诊疗服务项
目及收费标准，将符合条件的孤独症儿
童康复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逐
步提高孤独症儿童门诊待遇水平。对符
合条件的孤独症儿童开展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做到“应助尽助”。康复服务补

助标准按每人每月不超过 1700 元，每
年不超过 1.7 万元执行；贫困残疾儿童
康复服务补助标准按每人每月不超过
2000元，每年不超过 2万元执行。

新规明确，我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独立设置专门招收孤独症儿童的特殊
教育幼儿园（班），尽早为孤独症儿童提
供适宜的保育、教育、康复、干预服务。
提升适龄孤独症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校不得随意拒收
能够随班就读的孤独症学生。

到 2025 年 ，20 万 人 口 以 上 的 县
（市、区）应至少建设一所标准化寄宿制
特殊教育学校，设立 1～2 个孤独症儿
童教育班。从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省
级财政将特殊教育学校（班）寄宿生生
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生每年 4000元。

新规明确，将符合条件的孤独症儿
童或孤独症儿童家庭依规纳入低保，在核
算家庭收入时可免除核算1名实际照护
人的非固定就业收入。支持成立民办非营
利性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对其用电、用
水、用气按居民生活类价格实行优惠。

守护“星星的孩子”

我省完善孤独症儿童关爱帮扶机制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万里驰援，
平安归来。2日，福建社会组织参与土耳
其、叙利亚地震救援工作分享会举行，我
省三支救援队受到民政部门褒奖。

今年 2 月 6 日，土耳其和叙利亚周
边地区发生 7.8 级地震，中国救援队日
夜兼程万里驰援，我省社会组织积极行
动，除向灾区援助物资之外，福建省蓝
豹救援服务中心派出 6 名队员奔赴叙
利亚、福建省蓝天救援防灾减灾中心派
出 18 名队员和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派出

8 名队员出征土耳其。3 支救援队的 32
名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利用自身专业技
能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用实际行动展现
出福建社会组织的大爱情怀。

“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福建社会
组织的责任担当、不畏艰险。”省民政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省经民政部门
登记的社会组织达3.4万个。社会组织在
保障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
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
大对外交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积极参与土耳其叙利亚地震救援

我省三支救援队受褒奖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为进一
步加快旅游市场复苏，增强消费动力，
释 放 消 费 潜 力 ，3 月 1 日 起 至 4 月 28
日，武夷山主景区面向全国游客推出

“ 茶 乡 疗 愈 畅 游 武 夷 ”免 门 票 优 惠 活
动。据悉，本次活动实行实名制购票，
游客凭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
免门票优惠政策（不含竹筏漂流票和
观光车票）。

游诗画武夷，品世界茶乡，武夷山
“ 文 旅 茶 融 合 打 造 消 费 新 地 标 ”入 选
2022 全国城市旅游优秀案例。武夷山
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郭雪陶介

绍：“本次免门票时间是春光正浓的三
四月，正是茶树开始生长发芽、茶园樱
花盛开和采茶的重要时节，武夷山将继
续紧扣‘国际范、中国味、武夷风’的世
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进一步优化提
升‘茶乡疗愈’主题旅游等产品，激活文
旅市场内生动力。”

此前，武夷山主景区推出了新春游
免门票政策、《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门
票买一送一等优惠活动，游客数量大幅
增加，旅游市场强劲复苏。春节期间，武
夷山市累计接待游客 43.45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3.25亿元。

武夷山主景区门票继续免费
时间为3月1日起至4月28日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近日，南
平市与江西省抚州市签订跨省边界区
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合作协议，
双方就推进信江流域跨省边界生态环
境保护达成一致意见，协议明确了两地
信息通报、监督检查、应急演练、科学调
水、拦污控污等工作内容和职责，为信
江流域上下游环境事件、纠纷、执法等

联防联控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据了解，信江流域面积 1.55万平方

公里，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 186.5 亿
立方米。跨省联防联控旨在强化信江上
下游生态环境部门沟通协调，共同应对
和处理流域内突发环境事件及污染纠
纷，共同打击信江流域环境违法行为，
提高执法效率。

南平与抚州
签署跨省边界生态环境保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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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 ，福 州 市 鼓
楼区华大街道北江社
区、思儿亭社区联合
辖区联盟单位，在屏
山公园开展“雷锋精
神同践行 中医义诊
惠民生”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为居民开
展中医问诊、推拿、拔
罐等服务。
本报记者 卞军凯 摄

早春时节，阳光明媚。在平潭北
部生态廊道，来自福州的陈先生正惬
意骑行，欣赏沿路山海美景。“一路景
致绝佳，很适合和朋友一起骑行，放
松身心。”他点赞道。

这样美好的体验因路而起。近年
来，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构建更加畅
通、安全、智慧、绿色的交通网络，推
动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旅游景区有
效衔接，不断提升区域发展品质。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平潭公
路通车里程达 635.654 公里，等级公
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为 164.90公里，
位列全省第一。

畅通路“动脉”

从空中俯瞰岚岛，纵横阡陌间，
东西顺畅、南北通达的交通框架全面
拉开……

然而，实验区成立前，平潭仍是
偏安一隅的贫穷岛县，岛内路网结构
单一，交通基础设施较差。十多年来，
平潭加速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建
设市政道路超 340 公里，以“一横两
纵快速路+六横五纵半环主干路”为
骨架的岛内路网布局基本成型。

路网，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
生。平潭还通过拓宽乡间路、补齐“断
头路”、增设停车点等举措，进一步畅
通城乡交通微循环，助力乡村振兴。

上月 24 日，记者来到君山片区
芦北村，只见一条笔直的公路穿村而

过，运送农产品的车辆来来往往。这
是平潭乡道 Y022 线，是平潭中西部
农产品运输要道。“这条路原是泥泞
不堪的土路，每到雨天就寸步难行。”
说起过往的交通状况，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林传兴记忆犹新。

改变始于一场农村交通大改造。
2018 年，平潭启动“四好农村路”建
设，加快构建完善干次相连、高效便
捷的农村路网。截至去年底，共完成
农村公路提升改造约 40 公里，农村
公路生态示范路建设 250公里。

得益于此，原本狭窄的 Y022 线
按下了“美颜键”。改扩建后，道路拓
宽至 5~6.5 米，并升级为前半段沥青
路面、后半段水泥路面的四级路。

道路条件的改善，有力带动了芦
北、洋中、大渊等沿线村落农产品外
销。“现在的路既干净又宽敞，物流运
输更方便了。每到丰收季，总有外地采
购商开着货车来收购西红柿、圣女果
等。”芦北村种植大户刘守成笑着说。

养护有妙招

一条好路，三分造、七分养。前不
久，2022 年度福建省普通国省干线
路面技术状况检测和评定结果出炉，
平潭第五次摘下全省第一。

优异的成绩，与平潭实施道路标
准化、精细化养护密不可分。

实验区成立后，交通流量与日俱
增，道路养护亦面临不小的压力。告

别行路难，必须在“养”字上下足功
夫，成了平潭交通人的共识。于是，自
2014年起，平潭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聘请专业团队对辖区 3 条国省
干道进行专业养护，并修订完善《公
路与市政公用设施日常养护考核办
法》等管理办法，围绕制度建设、过程
管理等方面进行考核，大幅提升养护
多元化、市场化和抢险专业化程度。

道路清洁、修补坑槽……如今，
行驶在平潭各条交通干线，细心的市
民总会发现道路清扫车和养护工人
忙碌的身影。“不光大路，就连背街小
巷也越发整洁，走起路来舒心多了!”
市民张华云竖起了大拇指。

安全，是路网养护的重中之重。
去年 6 月，实验区针对国道 G104 金
井大道、省道 S501 环岛路、省道 S502
中山大道三条国省干线主干道，开展
路面以及桥梁修复工作，共修复破损
混凝土沥青路面 46 处，完成 52 座桥
梁病害修复。

在此之中，“黑科技”的运用颇为
关键。比如，实验区引进了搭载高性能
CCD摄像机的智能道路检测车，通过
图像采集、分析的方式，形成道路“健康
图谱”，轻松捕捉龟裂、坑槽等“路病
害”，为日常养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延伸风景线

踏上被誉为“最美环岛路”的省
道 S501 线，一路蓝天、白云、大海、石

头厝相伴，好一派迷人的海岛风光。
该线路全长 38.684公里，辐射磹

水村、北港村等村落，将海滩、码头、
渔村等沿线景致连为一体，衍生出了
房车露营、户外骑行、婚纱摄影等形
式多样的旅游产品。每至周末，前来
打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坚持“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实
验区依山就势打造北部、南部、西部、
环白青乡等生态廊道，并推动环岛路
等旅游公路建设，盘活沿线近百个村
落的旅游资源，推动交通线向“风景
线”转变。

此外，平潭还有序推进“镇镇有
干线”工程，建成通将军山景区支线、
通南海支线、通仙人井支线等线路，
实现“条条道路通景区”，让海岛“快
行慢游”触手可及。

凭借出众的“颜值”和品质，一条
条平潭道路捧回国家级、省级荣誉：
2020 年 ，平 潭 北 部 生 态 廊 道（Y049
线）获交通运输部 2020 年度“我家门
口那条路——最具人气的路”；2021
年 10 月，“苏平旅游公路”获评“第二
届全国美丽乡村路”，是我省唯一入
选的乡村公路；去年 3 月，福建省第
一批最美乡村“福”路公布，平潭北部
湾旅游公路榜上有名……

眼下，越来越多“交旅融合”项目
成为促进平潭旅游业兴旺的有力抓
手。据统计，2022 年，平潭接待旅游
总人数突破 7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 63.49亿元。

平潭综合实验区推动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旅游景区有效衔接，提升区域发展品质

联线成网，串起海岛发展路
□本报记者 张哲昊

“彭老师，这个空开老化了，需要更
换，过道的杂物也有点多，一会儿我喊
人来清理一下。”1 日上午，武夷山市新
丰街道“余庆桥消防志愿服务队”队长
许燕发来到南门街历史文化街区居民
彭源安家中，帮助检查电器线路，叮嘱
其注意消防安全。

发传单、作宣讲、巡隐患……63 岁
的退休党员许燕发成为“余庆桥义务消
防员”已有 10 年，这支由退休党员、退
役军人和沿街居民组成的消防志愿服
务队，年复一年地守护着南门街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庆桥，不曾懈怠。

“马上迎来第 60 个学雷锋纪念日，
我们响应社区‘文物保护 志愿同行’的
号召，组织志愿者沿街入户宣传，围绕文
化遗址保护给居民讲解消防常识。”许燕
发一边和记者交谈，一边招呼着队员将
灭火器准备好，用于简易消防演练。

“用之前先摇一摇，拔下保险销，握
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苗根部喷。”在余庆
桥一侧，志愿者们现场演示了消防器材
的使用方法，讲解灭火器使用要点，指导
社区网格员和周边居民站在上风向进行

实操，确保人人都掌握基本灭火技能。
“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不分昼夜，风

雨无阻地穿梭在街区巷陌，有效提升了
余庆桥及南门街的安全防范能力和水
平。”余庆桥社区主任吴质频介绍说，余
庆桥是木拱廊桥，南门街的房屋也大多
为木质结构，耐火等级低，加之人口密
集，独居老人多，任何零星火点都可能
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

据了解，余庆桥消防志愿服务队是
武夷山首支专门服务于文保单位的消
防志愿服务队，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志
愿者们风雨无阻守护着文物和周边群
众的安全。

目前，服务队有 10 名消防志愿者
和 10 名群众监督员。大家利用闲暇时
间开展“上门式”“面对面”的志愿服务，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安全用电、用
火、防火、灭火及逃生等消防常识，常态
化巡查余庆桥及沿街房屋安全隐患，清
理周边可燃杂物，时刻提醒居民们牢记
消防安全重要性，带动大家承担起文化
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和使命，守卫一隅乡
愁、一方平安。

这支服务队
十年守护余庆桥

□本报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张筱惜

2 月 27 日，走进周宁县玛坑乡紫竹村村委会
的“数字乡村”监控室，大屏幕上，全村主要路口、
重要场所、车辆通行、人员流动等情况一目了然。

“有了‘数字乡村’平台，仿佛多了几把放心锁，
村里各项事务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妥妥当当！”紫
竹村党支部书记陈金山介绍说，去年10月，紫竹村
投资35万元，启动数字乡村治理云平台建设，分为
数字乡村、数字治理、数字党建等板块，逐步实现村
里事“云”上办。

“紫竹村以山地丘陵为主，面积广，老弱幼
人员居多，在人口统计、土地、房屋、基础设施等
方面，管理工作都存在困难。”陈金山坦言。

基于此，紫竹村数字乡村云平台通过基础资
源数据化对全村土地构成、人口结构、经营主体、
收入来源等数据全面采集分析，助力科学决策，
优化资源配置。“依靠科技手段，村干部分分钟就
能掌握全村动态，第一时间就能了解村民需求。”
陈金山说。

借“数”通“路”，紫竹村从农村生产、生活、治
理三个维度出发，以村民需求为导向、以数字赋
能为手段，通过集成“数字乡村小程序”“数字农
业”采集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技术，让“数字化”融
入村民生活的多个场景。

如今，数据正成为“新农资”，助力紫竹村传
统农业跃升“云端”。“土壤 pH 值 7.1、温度 20.3℃，
湿度 10.5%……”走进水尾峰茶园，漫山的茶树
间，分布着摄像头，温度、湿度、土壤传感器等设
备，24 小时监测茶叶的生长环境，以数字化手段
赋能茶园的精准种植、智能管理。

此外，紫竹村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通过门户网站以及小程
序实现联动，优化民生服务；为村内空巢老人佩戴健康监测手
环，对老人的心律、血压、血糖等健康状况进行统一采集，通过

“智慧养老”守护空巢老人平安；安装烟火识别摄像头，对火情进
行实时监测、智能预警，让古村落拥有了 24 小时在岗且反应灵敏
的“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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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日 来 ，德 化 县 南 埕 镇 的
油 菜 花 竞 相 开 放 ，吸 引 不 少 游
客 前 往 踏 青 赏 花 ，感 受 乡 村 田
园风光。近年来，南埕镇着力打
造“ 花 海 经 济 ”，努 力 实 现 文 旅
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许华森 郑智得 摄影报道

1 日，仙游县大济镇敬老院里不时传
出阵阵欢笑声。

当天上午，仙游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带着慰问品和蔬菜、
五花肉、香菇等食材来到养老院，为老人制
作爱心午餐。

他们很快就忙活开来，有的洗菜、切
菜，忙着下厨；有的打扫卫生，清洗油烟机、
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并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有的与老人谈心聊天，为他们捏肩捶腿、剪

指甲、理发及体检……原本宁静的敬老院
热闹起来。

中午时分，热腾腾的饺子等爱心午餐出
锅了，志愿者一口一口地喂不能自理的老人，
待老人吃饱后又帮忙收拾碗筷、抹桌子……
爱心天使的敬老善行让老人眉开眼笑，高兴
得连声称赞志愿者“真是跟亲人一样亲”。

据介绍，大济镇敬老院目前住有老人
50 人，大多是五保户、孤寡老人和生活不
能自理老人。

爱心午餐温暖老人心
□本报通讯员 陈国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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