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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士媛） 24 日，龙岩市召开“6·16”特大暴
雨灾后重建动员大会，对灾后重建工作作出指挥部署，龙岩各县

（市、区）出台举措确保 2025年春节前重建户搬入新居。
“6·16”特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造

成龙岩多地民居损毁，上杭县与武平县受灾情况尤为严重。目
前，龙岩市处于集中安置点的尚有 2036 人，全力做好受灾房屋
恢复重建工作，保障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刻不容缓。龙岩多地已及
时启动受灾评估与保险理赔，确保按时发放理赔金。同时，针对
不同人群和不同受灾情况，各县（市、区）实施加固改造灾毁房
屋、重建灾毁房屋、新建集中安置点、给予购房补贴等多种住房
安置举措。

其中，上杭县已完成集中安置点选址，并启动报批程序，确
保 2024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重建。并聘请第三方对受损、进水
房屋开展拉网式排查鉴定，分门别类，实施“一户一档”“一户一
策”。对全倒户最高给予每户 16.5 万元补助，对进城购买商品房
的给予每户 2 万元补助。武平县重点引导受灾无房户选择购房
安置，在研究出台财政贴补政策的同时向房地产公司争取优惠
举措。针对受灾独居老人无房户，正在研究提出统一安置到颐养
家园居住，并享受灾后重建资金的可行性意见建议。

龙岩对“6·16”特大暴雨灾后重建作出部署

确保明年春节前重建户搬入新居

本报讯（记者 邓婕 通讯员 李菁） 厦门现有 16 个“共享
司机之家”，可为司机朋友解决行车途中“吃喝洗睡”的难题。预
计今年年底前，厦门“共享司机之家”将达 20 个。近期，厦门市总
工会将上线“司机之家”服务地图，让职工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就
近的服务站点。

马巷加油站“共享司机之家”宽敞明亮，为环卫工人、外卖小
哥、快递员、附近工地人员、交警、来往司机等提供 24 小时免费
茶水和微波炉、洗衣机、烘干机、躺椅等设施服务。

货车司机在车上休息有诸多不便。厦门市交通执法支队依
托东孚、马巷两个超限检测站设立的“共享司机之家”，为长途货
车司机免费提供热水、住宿、洗澡等暖心服务。据悉，2024年春运
期间，厦门超限检测站“共享司机之家”建设经验就在全省推广。

年底前
厦门“共享司机之家”将达20个
长途货车司机可免费住宿、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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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种植荔枝树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全市拥有树龄百年
以上的荔枝树 2000 多棵，但目前千年以上的古荔树唯“宋家香”
一棵，其种植于唐天宝年间，位于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社区，属
于极为罕见的高龄多产果树，被誉为“品中第一”。

近年来，濒死颓败的“宋家香”在当地抢救管护下，逐渐复壮、
焕发生机，并于日前迎来了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果。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张静 摄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省人社厅、省
财政厅日前印发《福建省职业技能提升工程
有关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补贴配套政策方
案》，明确了我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补贴对象
和补贴标准，该政策 7月 1日起执行。

《方案》明确，享受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
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在我省各级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求职、失业、就业、培训等
实名制登记的城乡劳动者。劳动者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但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仍
有就业意愿或仍在就业岗位的，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的列入补贴对象。培训和评价补贴
每人分别累计最多享受 3 次，同一职业（工
种）同一等级不得重复享受。

在补贴标准方面，《方案》明确了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项目制培训补贴等内容。

其中，城乡劳动者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给

予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即见证补贴），具体
标准如下：初级工（五级）每人 700 元；中级
工（四级）每人 1000 元；高级工（三级）每人
1500 元；技师（二级）每人 2000 元；高级技
师（一级）每人 3000 元。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每人 500 元。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学年

（指毕业前一年 7 月 1 日起的 12 个月内）高
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
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简称“六类人员”），
可适当提高补贴标准，原则上提高幅度不
超过 20%。

在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补贴方面，对
企业新录用的人员，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 年
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
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培训后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标准
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经培训获得培训
合格证书的，补贴标准原则上每人 500 元，
属于六类人员或急需紧缺职业（工种）技能
培训项目范围的，可按上述规定提高补贴标
准。同一企业为同一职工开展岗前技能培训
不得超过 1次。

《方案》同时规定，对企业按国家有关
规定组织与企业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职工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培训后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结业证书、毕业证书的，补贴
标准按照中级工班每人每年 5000 元，高级
工班每人每年 6000 元执行。对开展技师班
或 者 高 级 技 师 班 的 ，各 地 可 结 合 经 济 发
展、培训成本、物价指数等情况定期调整，
对高一等级补贴标准可按上浮不高于 20%
比例掌握。

《方案》要求，各地要面向城乡劳动者，
重点针对六类人员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家政服务人员、医疗护理员和其他行业急需
紧缺人员开展培训。其中：就业技能培训取
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标准予以补贴；就业技能培训获培训合格证
书的，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学时不超过 25 元

（要求不低于 20 学时），补贴学时不超过 80
学时。创业培训获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
补贴标准不超过 2000元/人。

对参加就业技能项目制培训的脱贫人
员，培训期间给予每人一次性生活费（含交
通费）补贴 300 元。符合条件的劳动者按属
地原则，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培训补贴和生
活费（含交通费）补贴。市级人社、财政部门
已制定生活费补贴标准低于 300 元/人的，
提高到 300 元/人；补贴标准高于 300 元的，
按地市原标准执行。

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职业技能有补贴

我省出台方案明确补贴对象和标准

近日，位于寿宁县鳌阳镇敖东社区水井巷的“党建
小院”里人头攒动，社区里的老人有的排队等待理发，
有的围坐在一起下棋，大家互话家常，脸上洋溢着微
笑。去年 11 月敖东社区在此设立“党建小院”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后，老人们休闲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我们常态化开展读书看报、看电影等助老活动，
还会根据老人需求让志愿者上门服务。”敖东社区第一
网格网格长龚玉金和两名网格志愿者每天都会出现在
这里，除为老人服务外，还为社区居民提供代跑代办、
科普研学等服务。

常到“党建小院”的叶竹山大爷志愿参与小院管
理，帮助开门、关门和打扫卫生。“以前我们只能聚在桥
边打牌消磨时光。如今，社区专门为老人设了这个小
院，既可以在家门口健康娱乐，又可以找网格员代办事
务，别提有多舒服了。”叶竹山说。

与水井巷“党建小院”一街之隔的升平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里，不少妈妈正带着孩子参加幼儿早教活
动。在志愿者引导下，妈妈和孩子一起做亲子操、亲子

游戏、手工制作，欢声笑语不时在房间里回荡。
升平社区党支部书记范志花介绍，升平社区专门推

出留守妇女和儿童喜闻乐见的亲子阅读、幼儿早教、手
绘科普等公益课，帮助他们走出“小家”，融入“大家”。

就近设好服务站，实践服务零距离。以前，社区居民
办事需要自己找上门。如今，在鳌阳镇各个社区，网格员
通过“逢三进格”走家串户收集服务需求，并在社区不同
网格就近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民走出家门 15 分
钟内就能找到网格志愿者，享受代帮代办志愿服务。

鳌阳镇党委书记黄武说：“鳌阳镇有 9 个社区，每
个社区均有一个支柱型的社会公益组织，县委组织部
大力推动社区、社工、社区志愿者、社会组织、社会慈善
资源‘五社联动’，在各社区根据入驻公益组织的特长
推出各具特色的‘近邻服务’志愿品牌。”

当前，寿宁县正加快打造“15 分钟近邻服务圈”，
打磨“近邻研学”“近邻学堂”“近邻书屋”“近邻驿站”等
近邻党建系列志愿服务品牌。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触角近邻进网，让服务更有温度、更见实效。

寿宁县精心打造“15分钟近邻服务圈”

近邻进网，服务更高效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吴苏梅

“总算不闹心了，你看现在桥面多干净，要是以前
都得溅一身泥。”6 月 24 日，建宁县均口镇隆下村党支
部书记宁千德，望着刚修好的隆下桥，长舒了一口气。

事情得从去年 8 月说起。当时隆下村争取到资金
支持，启动了隆下桥修复工程。施工没多久，镇纪委就
接到村民反映施工质量等问题。

修缮隆下桥本是村民期盼已久的喜事，但也是困
扰村干部许久的闹心事。镇纪委干部开展“一户一访
察”和基层小微权力监督群巡群时，有村民反映隆下桥
桥面坑洼不平，阴雨天路面泥泞不堪，出行十分不便。

获悉情况后，镇纪委干部到现场查看，陆续走访了
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原来，隆下桥建于 1976 年，是枣树
下、张家等 7 个小组 600 多名村民出行的唯一通道，长
期被雨水冲刷，又遭遇过几次洪灾侵蚀，桥面出现多处
坑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资金缺口太大，村集体收入有限，这事就一直拖
着了。”谈及此事，宁千德面露难色。

镇纪委将这一问题向镇党委作了报告，把修复项
目作为重点监督内容。之后，镇党委、政府组织有关部

门实地勘察，积极向上级部门和挂钩联系的福建省港
口集团争取到项目资金，对隆下桥进行修缮。

不承想，施工期间桥面就开裂，这引起了村民的不满。
是偷工减料还是监管不到位？带着疑问，镇纪委深

入现场查看，多方核实，弄清了缘由。原来，施工方为了
赶工期，没有及时做伸缩缝，硬化后也未覆盖土工布，
导致表面出现裂缝。

“民心桥”不能成“闹心桥”，镇纪委将该问题纳入
“一月一清单”跟踪督办，并向隆下村委会下发问题清
单，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施工方解决工程质量问
题，做好第二次修缮。

“解决问题不能‘补丁式’处理，这件事情反映出有
的村干部工作作风不严不实。”核实情况后，镇纪委对
隆下村干部、施工方和监理方进行集体约谈，督促隆下
村“两委”履行好职责，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排查，利用
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全过程公开，接受村民监督。

在镇村两级监督下，一修再修的隆下桥终于完
工，村民的出行问题得以解决，村干部心里的石头也
落了地。

跟踪督办，隆下桥通了
□本报通讯员 曾程 黄微 纪玉屏

暑假在即，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 28 名教师分成 6 个小
组，前往住在不同乡镇的 27 名重残学生家中，开展本学年
最后一次“一对一”送教服务。

安远镇张坊村距县城约 60 公里，是一个极偏远的小山
村。伍凌老师在这条路上走了 4 年，行程近万公里。脑瘫男
孩小王是伍凌上门服务的对象，今年 16 岁。受先天性疾病
影响，小王不具备随校就读的能力，常年留守家中。伍凌来
家里上课，是小王最期待的事。

每到周末，一大早，小王就坐在家门口张望。远远看见
伍凌带着教具赶来，他总会踉踉跄跄地走上前迎接，激动地
抱住老师。

“咱们做个小游戏吧！”伍凌牵着小王的手，先陪他在室
外进行康复训练。识字、算数、看图说话……每次上课，小王
都学得特别认真。课后，伍凌总会留下来，跟家长交流心得，
传授护理方面的知识。

送教之路并不轻松。“那时候自己没有车，都是搭同路
老师的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伍凌说。她已经记不得，
多少次壮着胆子，摸黑走在曲折的乡村公路上。伍凌的丈夫
心疼她，便骑摩托车载她去送教。几回送教下来，丈夫也被
打动了，对她的送教工作更加支持。有一次，行到半路突然
下雨，山路难行，车轮打滑，夫妻俩推着摩托车走到学生家
中，令学生一家备受感动。

走村道、过田野，不管刮风下雨，每月至少上门送教两
次……这是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坚持了 14 年的送教
路。老师们从骑自行车、摩托车，到驾驶私家车、乘坐公务
车，接力送教，累计为 236 名重残学生送去 7500 多节“移动
课”。

宁化县特殊教育学校创办于 1998 年，是一所以招收智
障少年儿童为主的九年一贯寄宿制学校。2010 年以来，学
校遵循“家庭自愿、定期入户、免费教育”的原则，为重度残
疾的学生建档立卡，精准送教。

27 名学生就是 27 个课堂，每次上课不少于 1 小时。根
据学生残障情况和发展特点，送教老师制定个性化教学方
案，课程包括康复训练、生活适应、心理教育等方面，并不断
优化调整。

随着送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孩子们在康复、认知、心理、
生活适应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有的家长在接受送教老师
的心理辅导后，可以帮助孩子从容应对各种困难；有些孩子
后来转到特校或普校就读。

“学校将送教工作纳入教学常规，教师利用周末和节假
日给重残学生送去知识和技能，受到家长的欢迎。送教不是
终点，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孩子回到社会环境当中。”宁化县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张族彩说。

近年来，宁化县坚持义务教育“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
县教育局联合公安、残联、民政等单位，逐一核实未入学的
适龄残疾儿童数据，依托特殊教育学校，确定送教上门对
象，确保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少年儿童全部入学；县委、
县政府在公务派车、资金拨付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对
送教的扶持力度。

14年的送教路
□本报通讯员 赖全平 张宝铃 范日樑

6月 23日，游人在武夷山市五夫镇万亩荷塘花海中游玩、留影。
仲夏时节，五夫镇万亩荷塘荷花竞相绽放，千姿百态，绚丽多彩，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丽画卷。 邱汝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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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雷玉平） 21 日至 24 日，“观
鸟胜地 自在明溪”海峡两岸（明溪）观鸟挑战赛在明溪县举办。
来自海峡两岸近百名爱鸟人士、共 23 支参赛队伍会聚明溪，展
开激烈角逐。

此次挑战赛旨在聚焦发展生态观鸟产业，进一步打响“观鸟
胜地 自在明溪”品牌，增进两岸同胞交融互动。比赛中，各参赛
队尽显身手，足迹踏遍明溪各条精品观鸟线路。经过评委会审
定，本次大赛最终有效记录鸟种数 174 种，冠军队伍共观测到 98
种确认鸟种，单支队伍观测到最多新纪录鸟种数量为 7种。

此次比赛共有 3 支台胞队伍参赛，两岸“鸟友”以鸟为媒，共
叙情谊。“这次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大家一起赏鸟、找鸟，尤其是两
岸之间的交流，让我感觉很好，希望下次能再受邀参赛。”来自台
湾北鸟队的沈妤莲表示。

据了解，明溪县现已规划建设 5 大观鸟区域和多条精品观
鸟旅游线路，举办各类精品赛事活动，每年吸引 3 万余名游客来
明溪观鸟。下一步，明溪县将立足“海峡、海丝、海洋”的特色，为
世界各地的观鸟爱好者搭建交流互动的窗口和展示平台。

又讯（记者 罗昱伦 通讯员 江月兰 雷玉平） 24 日，明溪
县生态观鸟产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正式发布。

白皮书由福建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阿拉善 SEE 八闽项目
中心、河南师范大学指导，全面总结推广明溪县生态观鸟产业发
展举措、经验和特色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发布现场举行了“观鸟胜地 自在明溪”海峡两岸（明溪）鸟
类摄影大赛启动仪式。

海峡两岸（明溪）观鸟挑战赛举行
生态观鸟产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黄晓静 冯伟福） 24日 8时
30分，载着 159名旅客的航班从泉州飞往新加坡，标志着两地中
断 4年的客运直航恢复。

该航线由厦门航空执飞，每周一、三、五、日各一班。至此，泉
州晋江国际机场的国际（地区）通航航点达到 9个。

当天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特别设立了专属中转柜台，为异地
经泉州中转新加坡旅客提供“经泉飞·心悦行”中转服务，并为旅
客们精心准备了纪念品，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18时 43分，66名
旅客从新加坡飞抵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泉州文旅部门精心准备
了提线木偶戏《贵妃醉酒》、南音《凤打梨》等泉州非遗文化表演，
并向入境游团队赠送泉州特色文创产品。“受中国传统落叶归根
观念的影响，一直希望能回家乡看看。这个航班的恢复，让我们
回乡更便捷了。”一名搭乘航班的新加坡华人说。

泉州至新加坡直航客运航班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