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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什么样？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答案。但是，古往今来，大家又有
相同的向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把
这些集合在一个家，就是一个完美幸
福的家庭，把这个贯穿于人的一生，
就是一个幸福满溢的人生。

这是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环卫
工人袁冬洋的真情实感。他住在东
山新苑——一个保障房小区。“你看
这小区多干净，绿化多好啊！我一
个扫马路的，也能住上电梯房，很幸
福了”。

袁冬洋的“获得感”可不只是这
套电梯房。他的孩子有学上，他的
家人病了在家门口就有医生看，再
过20年他老了，社区里还有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多年以来，福建省围绕“以人民
为中心、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工作主
线，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在为民办实
事、推进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促进社
会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民生项目全面推进

福建的百姓，正在随着一个

个民生项目建成和推进，体会着

生活中一天天发生着的变化，体

会到不断推进的民生领域建设带

来的更多的幸福感。

2016 年，福建省确定了 22 项
“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年全省各级
各类补助与配套资金到位 1197.22
亿元。从资金投向上，可以看出政
府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取向。

2016 年，福建省保障性安居工
程完成投资 629.46 亿元，新开工
13.45 万套、基本建成 13.1 万套；

“千村整治、百村示范”美丽乡村建
设工程、扶贫搬迁造福工程省级补
助资金 193 亿元；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政府补
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共计投
资 155.57 亿元；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整治和公路安保工程、公交服务便
民和游客公共交通服务工程、“村村
通客车”工程完成投资60.11亿元。

在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社会
事业领域，“为民办实事”项目也全
面完成各项任务。2016年，全省社
会事业领域省级以上补助资金到位
127.68 亿元，全省累计完成投资
183.31 亿元，占计划 100.19%。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救
助基金政府筹集、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政府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完成年度提标任务。全面改善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公办
幼儿园建设项目省级以上补助资金
到位并支出 11.14 亿元、4.52 亿元，
占计划 100%、100.41%，开工率均
达到100%。

在福州金山片区，2015 年开业
的省立金山医院，医疗水平不低于
本部，某些设施设备先进程度超过
本部，20 万金山居民上“三甲”，不
再“长途奔袭”。

在漳州，今年 4 月份投用的市
妇幼保健院新院配备了三维彩超、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等先进医疗设
备，全年可为15万名妇女儿童提供
保健服务。

在平潭，投资约 8 亿元的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平潭分院近
日将全面投用，这里有 1000 张床
位，设有台胞医护中心，还能提供海
上救助和特需服务。

此外，福建是全国第一个在全
省范围内整治餐桌污染的省份。从
治理“餐桌污染”到建设“食品放心
工程”，10 多年来福建目标不断扩
大，从城市到县城到农村，百姓的食
品安全指数大幅提升。

福建的百姓，正在随着这一个
个民生项目建成和推进，体会着生
活中一天天发生着的变化，体会到
不断推进的民生领域建设带来的更
多的幸福感。

民生事业全面改善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老百

姓的这些美好向往能否实现，考

验着各级政府的工作是否到位。

民生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老百姓的
这些美好向往能否实现，考验着各
级政府的工作是否到位。

多年来，福建省高度重视群众
就医感受，大力推动医疗卫生领域

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开展创建高水
平医院和高水平临床医学中心及临
床重点专科工作，提升医疗卫生整
体水平；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
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远程医疗服务建设、推进军
民融合等措施，打通健康服务最后
一公里。

自从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之后，
就医实现了分流，就医水平也得到
了保障，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从对社区医院的不信任，小
病也要去三甲医院，到如今，“大医
院放得下、社区医院接得住、百姓乐
意去”的良性共赢局面在厦门已经
初步形成。

厦门的陈燕红女士坦言，社区
医院的完善极大减少了她平时小病
的就医时间。“我只要去社区医院，
一般的病都可以治好，而且从我家
到医院看完病拿完药，15 分钟可以
解决掉。”

同时，福建省各级政府还不断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近年来相
继组织实施重大疾病防控体系、儿
童医疗服务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市（地）级医院、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能力等专项建设规划，支持16个
疾控中心、7个妇幼保健机构、13家县
级医院、90个乡镇卫生院等卫生领域
建设项目。制定实施《福建省精神卫
生 防 治 体 系 促 进 工 程 建 设 方 案

（2016-2018 年）》，改善全省精神卫
生防治机构基础设施和提升标准化床
位。加快推进医疗卫生“补短板”建设
项目，着力解决妇产科、儿科、老年科
和精神科等专科能力不足，提高医疗
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2016 年全省公立医院运行较上
年度基本呈现“三升、三降”态势。即
全省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升至
26.11%，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重
升至34.46%，全省医院总体满意度升
至83.84%；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降
至 32.58%，下降 5.39 个百分点，医药
费用增长 6.76%，增幅下降 4.79 个百
分点，住院次均费用增长9.03%，增幅
下降2.28个百分点。

福建省还格外重视既要孩子们
“有学上”，更要“上好学”，持续推动教
育增量提质。通过公办、民办并举，扩
大学前教育普惠面；通过加大财政投

入、优化分配等方式，提待遇强机
制，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通过构建
校企“利益共同体”、实施“研发带动
创新引领”策略等方式，加大产教融
合，提升高校综合竞争力。

民生领域持续改革

除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兜底和

保障，收入的增加对老百姓来说

才是直接的“真金白银”。

改革永无止境。今年 8 月 24
日，福建省决定要建立 130 个省级
名师网络工程室，创新该省中小学
培养培训模式，推动全省学科教师
专业发展。

福建省还非常关注老年人多样
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通过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组织落地，加强和优
化 养 老 服 务 供 给 。 从 2012 年 到
2016 年，连续 5 年将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纳入“为民办实
事”项目，累计投入 5000 万元，建
成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545
所，让农村老人享受“接地气”养老

服务。
福建省还因地制宜，充分发挥

对台区位优势，允许台湾养老服务
提供者以独资或合资民办非企业单
位形式开办养老机构，加强与台湾
养老护理转诊合作；建立闽台养老
护理人员培训基地，聘请台湾养老
服务专业人才来闽传道授业。

为规范养老服务业发展，福建
省严把养老机构准入关，加强养老
机构规范化建设。一系列措施的推
出和管理制度的建立，进一步规范
了全省养老机构的建设发展。

除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兜底和
保障，收入的增加对老百姓来说才
是直接的“真金白银”。近几年来，
福建省加大就业工作力度，城乡居
民收入快速增加。2016 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014 元，比
2012 年 增 加 7959 元 ，年 均 增 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999 元，比 2012 年增加 5032 元，
年均增长 10.8%。

多年来，福建省按照“以改革创新引
领扶贫方向、以开放意识推动扶贫工作”
原则，发扬“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
功”精神，持之以恒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扶贫
开发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精髓是“精
准”。为此，2014年以来，福建省坚持精
准发力，特别注重提升帮扶实效。在
2014年对农村贫困人口和2200个贫困
村、23 个重点县全面建档立卡的基础
上，2016 年初组织开展了建档立卡“回
头看”工作，全省精准识别农村贫困人口
69.6 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开发
对象 45.2 万人，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在大力实施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
贫、低保兜底保障扶贫的同时，把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结对帮扶等作
为主要抓手，“输血”与“造血”并举，着力
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多年来，福建省还坚持扶贫搬迁，注
重改善生存条件。1994年以来，福建省
委、省政府连续24年将造福工程扶贫搬
迁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 2016 年，
全省累计搬迁改造 157 万多人，整体搬
迁 7000 多个自然村。通过造福工程，
有效改善了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
进了搬迁群众增收脱贫，群众看病难、上
学难、就医难等生活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搬迁群众收入年均增长 15%以上，明显
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福建省农村
贫困人口明显减少。“十二五”以来，扶贫
开发对象从 140 万人减少到 2015 年的
45.2 万人，2016 年又有 26 万人实现了
脱贫。同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全省23个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实现县县通高速、镇镇通干
线，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实现道路硬化、
全部通宽带、通广播电视，所有乡镇和有
条件的行政村通了客班车，农村安全饮
用水问题基本解决，极大地改变了农村
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为切实解决城市大医院“战时状
态”、人满为患问题，优化配置医疗卫生
资源，福建省厦门市探索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从大医院门诊占比高的慢性病入
手，两病（糖尿病、高血压病）探路，创设

“三师共管”团队服务模式，柔性引导和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向基层“双下
沉”，形成了“患者愿意去、医院舍得放、
基层接得住”的居民就医新格局。

厦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所谓“三师共管”，是指由医
院专科医师、基层家庭医师和健康管理
师共同组成的医疗团队服务模式，即由
一位全科医生、一位健康管理师和大医
院的专科医师组成团队，共同服务居
民。其中，全科医师负责落实、执行治疗
方案、病情日常监测和协调双向转诊，健
康管理师侧重居民健康教育和患者的行
为干预，专科医师负责明确诊断与治疗
方案和指导基层的全科医师。

“患者愿意去，主要是签约群众可享
多重优惠政策。”这位负责人说，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签约对象可酌情开具 4
周至 8 周用药；通过快捷的绿色通道转
诊，签约对象可提前 3 天优先预约大医
院专家门诊；签约对象可享受专科医师
个性化技术指导，家庭医生团队个性化
健康管理，慢病患者精细化管理等服务，
还可优先有偿享受康复训练建档、康复
训练和诊疗服务等；签约后，参保人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保定点门诊部就
医，门诊医疗费不设起付标准。

“患者愿意去，根本原因还在于三级
医院舍得放、基层医院接得住。”这位负
责人表示，为让三级医院舍得放，厦门市
改革财政补助考核机制，把对三级医院
门诊量的定额补助，调整为与分级诊疗
绩效挂钩的补助机制；将三级医院医生
职称晋升和下社区相挂钩，同时对专科
医师下社区培训、带教给予专项补助。

为让基层医院接得住，厦门市加强
签约团队激励，将签约服务费用于激励
团队签约服务，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
通过正向考核激励，签约团队成员每年
将较以往增加收入3万元至6万元不等。

“以前大家宁愿排队、多花钱也愿意
去大医院。现在，社区医院逐步得到了
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我们的日均门诊
量也由 2014 年以前的每天 800 人次左
右增加到现在的1200人次，大家的干劲
都更足了。”厦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陈文珊高兴地说。

福建坚持推进社会民生领域建设——

办好实事让群众充满幸福感
厦门创新“三师共管”模式

患者愿意去 基层接得住

本 版 稿 件 均 由 本 报 记 者

薛志伟 石 伟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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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扶 贫 坚 持
“输血”“造血”并举

中国美丽乡村创中国美丽乡村创
建示范点建示范点——福鼎市福鼎市
硖门畲族乡柏洋村硖门畲族乡柏洋村。。

徐徐 烽烽摄摄

20162016 年年，，福建省统一福建省统一
以以““一起动起来一起动起来··全民健身全民健身
与您同行与您同行””为主题为主题，，开展开展
4141 个全民健身运动项目个全民健身运动项目，，
全省各地累计开展全民健全省各地累计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身活动 31083108 场场，，参加人数参加人数
近近160160万人次万人次。。

林双伟林双伟摄摄

医改后医改后，，三明地区三明地区
的乡村卫生所变得更加的乡村卫生所变得更加
规范规范、、方便方便、、透明透明，，这让这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医保政策福利医保政策福利。。

林双伟林双伟摄摄

近年来近年来，，福建福建
省开展省开展““新农村百新农村百
镇行镇行””、、送戏下乡等送戏下乡等
惠农文化服务活动惠农文化服务活动
和 激 情 广 场 大 家和 激 情 广 场 大 家
唱唱、、文化志愿者服文化志愿者服
务务、、社区文化艺术社区文化艺术
节等文化品牌服务节等文化品牌服务
活动活动，，在深入基层在深入基层
中顺应和满足城乡中顺应和满足城乡
群众文化生活的新群众文化生活的新
期待期待。。

林双伟林双伟摄摄

““中国最美葡萄中国最美葡萄
沟沟””福安市穆云畲族福安市穆云畲族
乡溪塔葡萄沟乡溪塔葡萄沟。。

吴庆堂吴庆堂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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