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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听取审议了《福州市闽剧保护规
定》执法检查报告。近日，市人
大常委会作出审议意见，要求加
强闽剧人才建设，学习借鉴省内
外同类学校招生经验，采取特事
特办措施，由教育部门会同文旅
部门共同支持、帮助全省唯一的
闽剧人才培养学校——市艺术
学校破解闽剧专业“招生难”问
题。

在审议《福州市闽剧保护规
定》执法检查报告时，有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指出，《规定》实施两
年多来，切实推动和促进了闽剧保

护传承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包括专业人才后继比较乏力，闽剧
院团、学校“招人难、招生难”问题
突出等。

常委会组成人员强调，全市各
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闽剧保护传承
发展的殷殷嘱托，推进我市闽剧
保护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发展，赓
续福州历史文脉，打响闽都文化
国际品牌。

要夯实主体责任。建立完善
与闽剧保护传承工作相适应的
经费保障机制，切实将闽剧保护
传承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予

以保障。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闽剧保护传承发展，发挥好
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的综合效
益。

要强化政策供给。加快制定
完善涵盖优秀剧本创作、优秀剧目
创排复排、优秀人才奖励、急需人
才培养引进、公益性演出补助等全
方位、一揽子、力度大、有特色、针
对性强的政策体系。探索推进闽
剧国有院团绩效工资改革，着力建
立体现闽剧职业特点和劳动价值
的薪酬、奖励制度，合理提高闽剧
从业人员薪酬待遇水平。加大闽
剧惠民演出、公益性活动的补助力
度，积极支持民营剧团演出团体规

范发展。
要加强人才建设。认真制定

实施闽剧人才培养计划，建设一
批闽剧人才培养基地、闽剧艺术
传承基地。积极创造条件组织选
送一批有潜质的编剧、导演、音
乐、舞美等人才和院校中青年教
师赴专业戏剧院校或院团深造进
修，要特事特办破解闽剧专业“招
生难”问题。

要推进守正创新。加强闽剧
艺术研究与剧目创新，大力开展
闽剧进校园、进社区、进广场等
活动，让闽剧传统艺术更加贴近
年轻群体、贴近时代生活。进一
步加强学校戏曲通识教育，推动

闽剧文化的校园传承与发展。发
挥新媒体在闽剧传承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探索“闽剧+文创”“闽
剧+旅游”等“闽剧+”发展模式，
打造福州文旅融合发展特色文化
品牌。

要规范市场秩序。完善闽剧
演出市场运作机制，建立健全价
格监管、版权保护等制度。落实
市场巡查、演出信息发布等制度，
依法规范闽剧市场经营活动。加
强行业自律，推动闽剧相关行业
协会进一步健全完善行业规范。

对于以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
督。

碳水自由市场、咖啡市集、手
帐市集、宠物友好市集……若问
最近福州年轻人周末去哪里，不
少人会回答“赶集”。当下，在福
州的城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不
同主题的特色创意市集走红，吸
引众多年轻人前去消费打卡。

市集：年轻人的新去处
上周末，虽然大雨滂沱，但在

融侨中心举办的福州碳水自由市
场却热闹非凡。来自国内的50多
个烘焙品牌集体出摊，引来众多
热爱烘焙的“面包脑袋”。作为面
包最好的“伴侣”，咖啡也不能少，
同时在现场举办的福州首个精品
手冲市集让众多咖啡爱好者们流
连忘返。

“我平时就很喜欢吃面包和
甜品，去年的碳水市集就有来，今
年商家更多，其中不少还是来自
外地的商家。”市民林小姐提着四
五个手提袋，里面满满都是“战利
品”。

一口气能喝上好几种精品手
冲咖啡，让“咖啡控”小赵享受到
了“开盲盒”的欣喜：不仅喝到了
自己想喝很久的精品手冲咖啡，
还与现场咖啡师交流，学习到了
不少有关咖啡的知识。

记者注意到，来赶集的大多
是年轻人。“近几年，福州有趣的
市集越来越多，只要在社交媒体
上刷到创意市集消息，我都会来
逛逛，经常能遇到心仪的商品。”

市民陈小姐是手作爱好者，同时
也是手帐“发烧友”，她最喜欢逛
的是手作摊位和文创摊位，有时
能淘到喜欢的手帐胶带和贴纸，
最近她还跟着一名扭扭棒手作摊
主学会了手工。“人间烟火气，最
抚凡人心。这些创意市集彰显了
福州的烟火气和文艺范，给我留
下许多美好记忆。”陈小姐说。

5月中旬，在融侨外滩壹号举
行的萌宠社群文化节也人气爆
棚。“两个周末的宠物市集上不仅
有宠物运动会、流浪动物领养、宠
物写真拍摄等互动环节，还设置
宠物服装、宠物用品以及宠物零
食制作等摊位，并宣传文明养宠
理念，让大家感受到了福州的宠
物友好氛围。”一名市民说，她带
着宠物狗去打卡市集，收获了不
少快乐。

练摊：创意产品受欢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碳水自

由市场，没想到销量这么好。”长

乐“W面包商店”店主王小姐告诉
记者，连续两周，她的店铺都受邀
参加市集，平均每天能卖掉500多
个各式手工面包。另外一家来自
长乐的手工烘焙品牌“地球巡游”
摊位前更是排起长队，摊主忙着
为顾客打包面包和各式甜品。来
自贵州的烘焙品牌快闪店“匠人
制味”的贵州酸汤牛肉恰巴塔，吸
引了众多爱尝鲜的市民。

上周末的上下杭“商帮风物”
市集，约40家商户排成两列，让街
道变得熙熙攘攘。记者注意到，
这里售卖造型独特的饰品、风味
各异的小吃和新潮时髦的文创，
引得不少人在摊位前驻足、购
买。在主营手工毛线针织玩偶的

“靖可小屋”摊位前，几名顾客正
在选购毛线娃娃。摊主小靖说，
她很喜欢毛线针织，制作了不少
玩偶。“朋友建议我去‘练摊’，我
尝试着来到现场，没想到非常受
欢迎。”小靖说，有的顾客选购玩
偶后，还找她定制手工针织的包

包和帽子，摆摊也让她结识不少
热爱毛线针织的小伙伴。在“靖
可小屋”摊位前，贴着醒目的二维
码，顾客可以通过扫码添加摊主
微信，获取产品动态。记者注意
到，不少原创品牌摊位前都可找
到摊主的联系方式，摊主们希望
顾客在购买产品的同时，能够关
注线上平台。

无独有偶，在鼓楼区雅道巷，
主打东方美学的艺术市集雅道集
不定期开张，这个会聚了年轻匠
人、设计师、造物家和美学生活爱
好者的交流平台，成为众多年轻
人奔赴的打卡地。

火爆：线上线下齐发力
“创意市集很接地气，也很有

烟火气，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在
乡下赶集的日子。市集的复兴，
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创新的延
续，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体现。”
市民陈先生说。

创意市集火爆，也与线上线
下流量互动有关。记者在社交媒
体“小红书”上搜索发现，有关“福
州创意市集”的分享有数千条，不
少网友的分享和打卡的帖子收藏
和点赞众多。“创意市集有明确的
主题，还会进行‘沉浸式’布置，本
身就很有话题性，整合线上流量，
并且将线上流量引到线下，线上
线下互动，引来了消费者打卡体
验，形成了二次传播。”福州融侨
外滩壹号运营中心负责人说。

“优质的品牌、有情怀的主理
人、差异性的本地文化商品，打造
出有温度、有高度、有品位的市
集，也会为福州文旅融合带来新
体验。”雅道集发起者、福建省艺
术品行业协会会长叶少波说，市
集作为线下营销的重要形式，正
在成为一个包容性强的城市文化
展示基地，能有效促进文旅项目
的引流和本地消费的增长。创意
市集想保持活力，也需要有自我
更新机制，不断孵化出原创品牌，
并保持商业的差异性和新鲜度，
打造出真正的创意市集。

本报讯（记者 孙漫 见习记者
傅亦静）今日上午，一条新匝道将
加入城区缓堵项目库。记者昨日
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经过近 6个
月攻坚，三环福马路交叉口提升工
程拿下核心节点——左转福马路
匝道完工，今日开放通行。

记者昨日在东三环辅道和福
马路交汇处看到，一座崭新的匝道
桥跨过路口，桥面宽敞平坦、整洁
清爽，给路口添加一抹新色。

“以前，一到上下班高峰期，路
口就特别拥堵，有时候得等上两三
个红灯。匝道桥直接跨过路口，以
后从市区往返马尾肯定会顺畅不
少。”听闻匝道桥即将通车，在市区
上班的王女士连连点赞。

据福州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
建总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匝道
桥长 465 米、宽 9 米，为单向两车
道。匝道通车后，车辆可从东三环
辅路“直通”马尾，减少在路口等待
红灯的时间。同时，晋安区与马尾
区货物集疏运的瓶颈节点也被打
通，大大提升了该路口通行能力。

据了解，东三环福马路口是福
州中心城区去马尾的重要节点，加
之附近还有鼓山中学、市廨院小
学，导致该路口的交通流量特别
大。受温福铁路涵洞限制及现状
车辆检测站出入口影响，该路口通
行能力有限，特别是上下班、上下
学高峰期，左拐与直行的车辆汇
集，时常排起长队。

为提高施工效率，同时最大程
度减少对周边市民出行的影响，在
跨交叉口路段，项目采用了钢箱梁
预制吊装工艺，缩小占地面积，确保
交通顺畅，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同时，
比传统现浇施工节省了1个月工期。

眼下，随着新匝道上线，该项
目开始向下一个施工目标冲刺
——对全长近1.3公里的三环辅路
及长475米的福马路道路进行品质
升级改造。

“我们将对路面病害进行处
置，同时加铺沥青，让沿线道路实
现换新。”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说，三
环福马路交叉口提升工程将在今
年下半年全面建成，持续擦亮城市
的门户形象。

三环福马路匝道桥今日通车
往马尾方向更便捷，车辆不必等红绿灯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关注市艺校发展，要求——

特事特办破解闽剧专业“招生难”

是传统的回归、创新的延续，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体现——

福州年轻人周末爱“赶集”
本报记者 任思言

福州碳水自由市场人气满满。本报记者 任思言摄

市民在烟台山市集购物。本报记者 池远摄

新匝道通车后，往马尾方向（箭头所示）更便捷。本报记者 陈暖摄

21处入闽通道
提升项目全部启动
打造便捷畅通、绿色智慧、美丽舒适
的省际边界交通网

本报讯（记者 朱榕）近日，全长约6公里
的国道G319线长汀县古城镇至江西省界路
段路面改造工程开工，这标志着我省21处普
通国省道省际通道提升项目全部启动。

为提升现有省际边界路网路况整体水
平，打造更加便捷畅通、绿色智慧、美丽舒适
的省际边界交通网络，我省于 2022年 3月印
发《畅通省际边界节点实施方案》，提出在

“十四五”期间对21处已贯通的路段，拟从路
况、安全、绿化美化、路域环境整治、智慧公
路等五方面进行全面提升。

在“通道综合提质工程”方面，计划实施
“白改黑”240公里，绿化美化等五方面综合
提升 329公里。目前，南平、三明、龙岩、漳
州、宁德路面“白改黑”已全面开工，累计完
工 173公里，安全、绿化等综合提升完工 168
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完成提升工作，较
原计划提前一年。在“服务品质提升工程”
方面，力争建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公路综合服
务体系，全面提升入闽通道服务水平。“十四
五”期间建设提升普通国省道省界公路服务
区6处，目前已基本完成。

据省交通厅介绍，普通国省道省际通道
提升工程也列入了省交通厅“深学争优、敢
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之“高效办成一件
事”专项行动。公路综合服务品质全面提
升，将进一步推进交旅融合发展，最大限度
服务基层、利企便民。

“e福州”APP
可轻松预约体育场馆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记者昨日获悉，“e
福州”APP新增了“运动健身”服务，可提供场
馆预约、课程培训、协会俱乐部报名等一站
式服务，免去市民下载各类APP的烦恼，畅
享运动乐趣。

据悉，“e福州”APP的“运动健身”服务
中，汇集了全市各大体育场馆的详细信息。
无论身处何地，只需轻轻一点，附近的场馆
资源即刻呈现眼前。在线预约功能更是让
大家告别排队等待的烦恼，省时又省心。

具体预约流程为：下载新版“e 福州”
APP，完成实名认证，在首页搜索“运动健身”
进入页面，然后根据自身需求在线进行场馆
预订、购买优惠课程、查看活动赛事、了解协
会俱乐部以及教练等各项服务。

福建五项举措落实
台胞医保同等待遇

在闽台胞
凭居住证即可参保

本报讯（记者 李晖）福建省医保局近日印
发《关于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做好台胞医疗保障
相关工作的通知》，将在闽台胞纳入大陆社会
保障体系，满足在闽台胞医疗保障需求和参保
台胞享受同等医疗保障待遇，就在闽台胞参保
政策、台湾居民居住证医保应用、代办台胞返
台核退医疗费用、在闽台资医疗机构医保管
理、在闽台胞医保服务等提出五项举措。

落实在闽台胞一视同仁参加基本医保。
对在闽从业台胞、非从业台胞和在闽就读的
台湾学生参加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与大
陆居民一视同仁的参保政策。

实现台湾居民居住证医保应用同等便
利。在闽台胞可持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手
续。支持参保台胞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在国家医保APP、闽政通、微信、支付宝等
渠道线上申请激活医保码，也可凭台湾居民
居住证在闽政通、支付宝等渠道线上申请激
活医保码，同时全省所有县（区）级及以上医
保经办窗口支持凭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线下代为激活医保码。

代办台胞返台核退报销“台湾健保”医疗
费用。推广设立台胞服务中心，为台胞返台
核退报销“台湾健保”医疗费用提供“一站式”
代办服务。健全完善台胞医保/健保线上服
务平台，实现大陆基本医保业务和代办“台湾
健保”医疗费用核退报销线上线下通办。

支持在闽台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对在闽台资医疗机构实行与我省医疗机构统
一的医保定点管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纳
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医保
服务、费用结算、支付标准等方面执行与所在
统筹区同级别同类别定点医疗机构相同的医
保政策。鼓励台资医疗机构通过省级采购平
台采购药品耗材，积极参与集中带量采购，优
先使用中选产品。具备全省联网服务条件的
定点台资医疗机构，同时开通全省联网定点
结算功能；符合跨省异地就医定点要求的，及
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子系统。

优化在闽台胞医保管理服务。设立台企
台胞医保服务专窗，为在闽台胞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的医保服务。参保台胞在全省范围内
所有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异地就医购药可
不作备案，实行直接刷卡结算。为参保台胞
提供与大陆参保人员同等便捷的跨省异地就
医结算服务。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福建率先落
实台胞台企医保同等待遇，畅通在闽台胞参
加基本医保渠道，目前已有1.6万台胞参加福
建省基本医疗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