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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厦门坚持兜底线、促普惠、市场
化协同发展，居家养老体系建设服务工作走
在 全 省 前 列 —— 形 成 了“15 分 钟 养 老 生 活
圈”、养老床位“搬”进了家、专业服务主动送
上门、助餐服务解决就餐难题……老人们用
一张张笑脸诠释了晚年幸福，也成为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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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厦门 97%以上的老年人
选择居家养老，基于此，推进居家养老模式是
一项系统性民生工程。

厦门结合人口密度、老年人数量、社区规
模等因素，科学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我
们按照每百户 30平方米以上的标准配建居家
养老服务设施。”厦门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
长、一级调研员白锦焜介绍，厦门在镇（街）级
统一设置了具备日间照料、助餐配餐、短期托
养、文化娱乐、上门服务等功能的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托养照护、康养护理、
配餐送餐、文化娱乐等“一站式”服务，“15 分
钟养老生活圈”逐渐形成。

老年人需求在哪里，服务供给就跟到哪
里。针对一些偏远地区，市民政局按照“政府主
导、群众参与、社会捐赠、互助服务”路径，鼓励
村（居）利用闲置厂房、校舍、村（居）委会等集
体用房修缮改造农村幸福院，衍生出锄山村

“颐年堂”、莲塘村“老人之家”等养老品牌。
锄山村是厦门翔安区海拔最高的山村，

随着幸福院不断升级改造，如今，村里 75周岁
以上老人，每天可以免费吃两餐。695 平方米
的空间里还“装”进了更多功能——棋牌室、
茶话室、休息室……老人们在“家门口”就可
以会老友、叙家常，歌舞、手工、健康知识讲座
等特色主题活动几乎每周都会开展，老人生
日会贯穿全年。

82 岁的锄山村村民李良盛几乎每天都到
颐年堂报到，她说：“以前在家里没事做很无
聊，现在可以做美食、做手工、跳跳舞，老年生
活很充实。”

从曾经的闭门不出到现在有了社交圈，村
里老人们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精神风
貌焕然一新。据了解，锄山村幸福院已于 2022
年获评四星级农村幸福院。目前厦门 147个行
政村已有农村幸福院149家，实现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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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原来的家，但又有些不同——在 81
岁高龄的老人纪国庆家中，床边安装了安全
扶手，床头配备着一键求救按铃，专业护理人

员可以及时赶到家中；客厅墙上安有智能红
外线探测器，如果纪国庆一天没在客厅走动，
探测器就会自动报警；厨房内外装了智能燃
气探测器、烟感智能监测终端；洗手间里铺了
防滑垫。

纪国庆住在高林一里，2021 年 10 月，他
成为厦门首批享受家庭养老床位适老化改造
的老人。按照厦门现行养老政策，纪国庆每月
可享有 15 个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由临近的
金山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负责提供，所需
费用由政府买单。“在家里也能享受到养老机
构的床位和服务，真是太好了。”纪国庆说。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健
全建设、运营、管理政策，发展家庭养老床位。
厦门依托有资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将专业照
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为居家养老的失
能老年人“链接”生活照料、医疗照护、心理慰
藉、适老化改造等多种专业服务，为“不愿住”

“住不起”“住不进”养老院的居家老人提供刚
需照护服务。

为了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失能照护困
难 老 年 人 的 服 务 保 障 ，厦 门 按 照 每 人 最 高
5000 元标准，对特困、低保、低收入三类家庭
的失能老年人和年满 80周岁的重度失能老年

人，给予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并根据失能等
级享受每月 600 元至 1200 元不等的护理补贴
和 250 元运营补贴。截至目前，厦门共有 14 家
机 构 参 与 试 点 家 庭 养 老 床 位 服 务 ，已 建 成
1600多张床位。

与此同时，厦门还建立了全市 40 多万户
籍老年人、660 个社区服务站点、2300 多位服
务人员的养老大数据库，通过智能化网络和
养老服务热线“3500011”，连接各养老服务机
构、近邻服务点、居家服务商、社区助老员等，
远程也可为老人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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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老人家中传来的烟感警报信息，下
沃社区助老员陈恬和张明珠立刻轮番致电老
人，得知是屋内蚊香浓度太大误触烟感警报
后，陈恬和张明珠心中悬着的石头才落地。面
对两位助老员的亲切叮嘱，老人连连表示感
谢，依依不舍地放下电话。“每当这个时候，都
感觉这份工作很有意义。”陈恬说。

做助老员两年多，陈恬和张明珠已经进
行了社工专业知识、护理员职业技能、心肺复
苏救护、心理健康辅导等多项培训，在岗位上

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并接受定期考核。
2015 年，厦门首创社区助老员制度，获福

建省肯定并在全省推广施行。政府向企业或
社会组织购买“社区公益性为老服务”，在基
层社区设置专职为老服务人员，按每位助老
员平均服务 400～500 位老年人的标准，为每
个村（居）购买 1～2 名助老员服务，目前共有
1000 多位助老员入驻全市所有村（居）开展
服务。

服务在社区一线的助老员，主要从事入
户关怀、建立档案、文化活动、精神慰藉、老年
教育和咨询保障等日常为老服务工作。遇到
需要护理的老人，助老员们则会联系企业护
理团队，上门提供助餐助浴、康复护理、剪指
甲理头发等服务。

厦门助老员制度落地早、推进快，如何持
续领跑？市民政局落实人才激励措施，实现政
策引人。在厦门，仅职业技能等级提升奖励一
项，单人最高可达 21万元且直接发放到个人，
政策力度之大居于全国前列。各区也有相应
配套激励政策，比如集美区对新引进从事养
老岗位的执业护师给予每月 1500 至 2000 元
不等的租房补贴。

厦门积极选送优秀养老护理人才参加全
国、全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对获奖选手
予以嘉奖并越级晋升养老护理员职业等级，
对获奖优秀人才开通积分落户“直通车”。市
民政局还支持教育院校与养老机构签约开展
双向合作，积极探索“定向委培”“订单式联合
培养”等模式，建立通畅的人才入职通道。

（邓婕 林芳 陈育红）

厦门市民政局大力推进居家养老体系建设，加大养老服务供给

鹭岛“夕阳”格外红

农村幸福院改变了村里老人的晚年生活，他们在“家门口”开展文体活动，精神世界不再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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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线路
游山玩海嗨一“夏”

为满足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强社交、
沉浸式文化体验需求，暑假到来前，省文
旅厅便携手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
区，聚焦新玩法、新业态、新优惠、新线
路、新服务五个维度，通过文旅优惠特色
活动、发布主题线路、构建多元平台等举
措，邀约游客“来福建，过暑假，游山玩海
嗨一‘夏’”。

7 月 20 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南部湾
旅游度假区，一场不被打扰的夜间森海
探险项目“星球唤想·蓝眼泪”在夜幕中
揭开神秘面纱。该项目由平潭文旅集团
与北京九略旅游联手推出，在 500亩木麻
黄生态林和海蚀花岗岩地貌交错的地形
上搭建 7 幕 25 个沉浸式剧情点，16 项人
机交互环节体验，呈现充满无限想象的
森海沉浸式探秘之旅。暑假期间，这个全
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新项目，吸引大量
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争相体验。

平潭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
郁川表示，天然海岛气候优势使平潭成
为暑期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星球唤想·
蓝眼泪”项目聚焦文旅消费新模式，为暑
期平潭旅游打造了沉浸式体验新场景，
成为暑期平潭旅游走红的新地标。

“海天一色，滨海风情”观海主题线
路，带游客找到那份藏于滨海的福气；

“品味闽茶，清香四溢”茶香主题线路，展
示我省深厚的茶文化底蕴；“寻味八闽，
绽放味蕾”美食主题线路，让游客在美食
佳肴里来一场舌尖上的旅行；“对话古
今，传承力量”非遗主题线路，让游客体
验各大非遗技艺、品味非遗美食、观赏非
遗戏曲……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暑假期间，各地文旅部门共推出
232 场主题营销活动、458 场群众文化活
动、393 项非遗活动及 446 场展览展演，

做活做旺了暑期文旅市场。

涌现新热点
研学、自驾、避暑游走红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的福
建文旅市场呈现年轻化、深度化、品质化
的特征。在暑期年轻化客群中，“90 后”

“00 后”用户增速强劲，相比 2019 年同期
增长 27.3%。

“今年福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暑期
消费活力全方位释放，集团抓住契机，通
过精心设计产品，多渠道营销、精细化服
务 ，国 内 旅 游 业 务 营 业 收 入 已 恢 复 至
2019 年的 115%，其中研学和亲子游成为
主力市场。”厦门建发国旅集团 CEO 张
张向记者介绍，今年暑期，该集团旗下亲
子品牌“千班万娃”推出多主题亲子夏令
营和独立营，组接游客超千人次，获得亲
子家庭的一致认可；旗下万千集美营地
暑期共接待 86 团组、超 3.5 万人次，组织
开展多场省内外研学活动，其中包括 6场
两岸交流活动，吸引超 600名两岸青少年
及家长参与。

同样是因为迎合了年轻消费群体尤
其是“90后”“00后”年轻自驾游群体多元
化的出行需求，今年暑期，“后备箱经济”
成为我省文旅市场新热点。

7 月 21 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供
销 合 作 社 联 合 社 等 单 位 联 合 主 办 的

“2023 福建旅游后备箱生活季”在周宁县
启动。“我们围绕‘后备箱经济’这一新玩
法，推出后备箱文创集市、后备箱挑战
赛、自驾露营体验等活动，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出游新选择。”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暑假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依托 A
级旅游景区、重点旅游村、旅游休闲街区
等旅游目的地，以及重点酒店商圈、供销
社网店等消费场所，推出福州市的福街
福彩市集、龙岩市新罗区的未来 park 后

备箱市集、南平市的建发悦城中心南广
场市集等十大旅游后备箱市集，以及 100
个旅游后备箱销售点、1000 款后备箱旅
游产品，为游客参与后备箱旅游体验提
供便利，满足游客形形色色的购物需求。

进入暑期以来，我省多地气温一路
狂飙，不少地方开启“火炉”模式。节节攀
升的气温，也催热了我省避暑游市场。

“4 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外地游客
来旅游。入夏以来，村内民宿、民房都爆
满，预约已经排到 10月，最长的会住上小
半年。”这个暑期，周宁县浦源镇紫云村
迎来一批批从福州、温州、上海等城市前
来避暑度夏的“候鸟式”游客。据了解，该
村海拔 1200 米，夏天风景宜人，气候凉
爽，近年来已成为“候鸟式”避暑康养游
客的重要栖息地。

张张介绍，今年暑期，主题旅游、疗休
养火热开展，成为文旅市场热点。为此，建
发国旅集团推出休闲度假、疗休养、企业
团建等新一代品质旅游产品，今年暑假期
间，招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达 10 万人
次，其中接待疗休养游客达1.5万人次。

推进新融合
文化旅游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我省持续推进文旅新融
合，让文化与旅游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作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重磅大
戏，“花开新时代 群芳竞风流”主题戏曲
晚会暨第十六届福建省戏剧水仙花奖汇
报演出 7 月 1 日在厦门举行，也同时拉开
了省文旅厅策划推出的“为人民绽放”福
建省梅花奖演员演出季的序幕。

周 虹 、吴 晶 晶 、苏 燕 蓉 等 7 朵“ 梅
花”，献演闽剧《双蝶扇》、高甲戏《武则
天》、歌仔戏《牡丹亭》等精彩选段；今年
新科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郑全为观众带
来越剧《唐琬》，孙砾倾情演出歌剧泰斗
普 契 尼 巅 峰 之 作 意 大 利 歌 剧《托 斯

卡》……7 月初至 8 月末，该演出季活动
集中组织我省历届梅花奖演员，为戏迷、
游客与学生群体献上约 100 场惠民演出
活动，并走进乡村、社区、学校、部队、景
区等基层一线。

今年 7 月 25 日是泉州申遗成功两周
年。当地 22个世遗景点、海港与寺庙结合
形成的独有城市文化，让泉州这座城市
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频繁出现在许多
人的旅游目的地名单中。暑期文旅“热门
榜单”，泉州榜上有名。

泉州市文旅部门抢抓暑期旅游热
潮，推出 7 条“世遗泉州·精品线路”、12
条“世遗+非遗”旅游线路，带领游客感受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独特
魅力。据介绍，今年初以来，泉州文旅市
场就呈现持续旺季态势，自驾游和旅游
团的数量不断增加。叠加暑期文旅市场
旺季和第二个“泉州世界遗产日”的双重
因素，泉州旅游热潮更是达到高峰。

罗源县在社区开展漆艺、水墨团扇、
畲医青草药香囊等非遗体验活动；霞浦
县开办剪纸、版画免费开放非遗课堂，邀
请布袋戏传承人展演；厦门市组织闽南
童谣、珠绣、南普陀素食技艺等非遗项目
走进社区……暑假期间，体验“清新福
建”的多彩非遗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期，省文旅厅联
合各市县文旅局、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等，
开展“清新福建 共享非遗嗨一夏”主题
活动，用丰富的非遗产品、多元的文旅活
动，掀起暑期非遗体验热潮。393 项具有
浓浓闽味的非遗活动，造就 2023 年暑期
非遗活动“盛汇”。

“以游客视角为主视角，不断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丰富游客参与、互
动和体验的场景，不断开展系列旅游创
意营销和旅游产品创新，为资本提供新
的投资领域，这是我们抓旅游、发展文旅
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省文旅厅
一级巡视员吴立官表示。

今年暑期，我省文旅市场表现如何？从携程和同程旅行的数据中可
见一斑。

“今年暑期，福建旅游的总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75.7%，其中暑期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65.58%，暑期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87.26%，暑期景
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130.28%，暑期度假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

152.67%。”携程福建区域负责人介绍。分区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福
建热门目的地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厦门、福州、泉州，热门客源地是浙江、
广东、上海、江苏。

而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6 至 8 月，福建省文旅接待人次和
文旅综合消费量相比 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 33.7%和 44.24%。

核 心

提 示

今年，东山县全面提升滨海旅游“十大景区”，打造一批旅游新
亮点。图为今年暑期，游客在金銮湾沙滩中嬉水。 谢汉杰 摄

今年暑期，有“天然空调城”美誉的周宁县成为避暑好去处。图
为 7月，游客在当地的亲凉谷水中嬉戏。

本报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刘志玮 摄

近年来，福清市打造城乡休闲一体化露营乡村旅游新产品。图
为 8月，小朋友在当地的蹑云桥露营基地进行拔河比赛。谢贵明 摄

今年暑期今年暑期，，平潭的冲浪平潭的冲浪、、水上摩托艇等亲水上摩托艇等亲
水运动项目成为众多年轻游客打卡体验的新水运动项目成为众多年轻游客打卡体验的新
宠宠。。图为图为 88月月，，众多游客在平潭龙王头沙滩体验众多游客在平潭龙王头沙滩体验
亲水运动项目亲水运动项目。。 谢贵明谢贵明 摄摄

新线路 新热点 新融合
——我省暑期文旅市场盘点

□本报记者 郭斌

龙岩市永定区在蝴蝶兰产业园中打造龙岩市永定区在蝴蝶兰产业园中打造““蝶恋花蝶恋花””露营地露营地，，并于并于
88月投入运营月投入运营。。图为游客在其中露营联欢图为游客在其中露营联欢。。 黄秋萍黄秋萍 卢烨卢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