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 姓 家 园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编辑：陈鸿 电话：22350053 E-mail:mqmcb@163.com
■更多资讯 详见

闽清新闻网 www.mqxww.com 梅 城 报

梅城报社址：闽清梅城镇南北大街69号 电话：0591-22350053 邮箱：mqmcb@163.com 邮编：350800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闽（2017）印证字352000004号



卫 健 之 窗卫 健 之 窗














































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33、现场流调小组由哪些部门组成？采取什么方式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由公安局、卫健委、疾控中心等部门组成的现场流
调小组根据工作分工开展工作，采取现场流调和电话流
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34、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的时限及要求？
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复核确认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4

小时内完成个案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初步流行
病学调查报告，并根据疫情进展动态更新流调报告。

35、对于早期散发疫情，开展快速精准流调的内容
包括哪些？

对于发现早、病例数少、未发生社区持续传播的疫
情，需快速开展精准流调，对病例既往接触史和活动轨
迹进行详细调查，明确病例的感染来源，判定密切接触
者、密接的密接、涉疫场所暴露人员等风险人员，划定风

险区域等。
36、流行病调查优先判定的人员有哪些？
优先判定和管理与病例接触频繁、持续时间长等感

染风险较高的密切接触者。对于人员较为密集复杂的
病例活动场所（如餐厅、娱乐场所、超市等密闭空间场
所），可适度扩大密切接触者判定范围。

37、高风险地区如何开展人员摸排？
通过逐户上门摸排、建立微信群、查看水表电表信

息等方式，尽快摸清高风险地区内所有人员底数，及时
掌握独居老人、未成年人、孕产妇、残疾人、行动不便人
员、血透患者、精神病患者、慢性病患者等人员情况。及
时掌握尚未转运的应转运隔离人员情况，实行专人专
管、严格管控，在转运前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门采样、
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38、高风险地区划分标准是什么？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
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地
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为单位划定，根据流调研
判结果可调整风险区域范围，采取“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等封控措施。

39、高风险地区解除标准是什么？采取什么管控措
施？

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
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地区；连
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地区。

40、高风险地区核酸检测要求？
在实施封控后前3天连续开展3次检测，第1天和第

3天完成两次全员核酸检测，第2天开展一次抗原检测，
后续检测频次可根据检测结果确定；解除管控前24小时
内，应完成一次区域内全员核酸检测。

（来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网络）

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应知应会100问（三）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9
月 7 日，新加坡人民协会社区精
神表扬奖颁奖典礼举行，今年共
有 79 个组织、学校和集团获奖。
其中，新加坡广东会馆获颁卓越
奖，新加坡江苏会获颁优异奖。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致
辞，他表示，新加坡人民协会珍视
与所有伙伴建立的合作关系，也
感谢这些伙伴在为受益人服务时
所投入的时间、金钱与心思。“我
们希望继续扩大这种伙伴关系，
以便为需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的
事，从而建立一个更包容和充满
关爱的社会。我们须要为这个宗
旨付诸行动，而你们的所有贡献
都将帮助我们推进这一目标。”

新加坡广东会馆会长何国才
受访时说，有感于弱势群体在疫

情下的生活更艰苦，会馆这几年
增加派发红包的次数与金额，让
更多新加坡人从中获益。过去两
年，会馆为超过1500户有需要的
家庭派发红包，总金额逾 8 万
5000元。很多年轻会员也通过参
加义工活动来做慈善。
新加坡江苏会副会长曹林说：“参
加公益活动不仅让我们这些新移
民更了解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还
为我们提供了多一种服务和回馈
社会的方式。会员能从中感受到
参与感，这有助我们更快融入本
地社会，也可促进我们与不同种
族之间的交流。” (中国侨网)

新加坡广东会馆、江苏会馆获颁
人民协会社区精神表扬奖

9 月 11 日上午，闽清县塔庄
镇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暨首届奖
教奖学大会在镇政府举行。县委
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黄斌，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黄建恒以及县教育
局和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出席活
动。

会上，教育发展促进会理事
会会长林以银向大会通报了促进
会筹建、注册登记、募捐等各项工
作情况。宣读了《塔庄镇首届奖
教奖学大会获奖名单》。本次大
会奖励了优秀校长、优秀教师 32
人，奖励2022年考录闽清县第一

中学和考录 985、211 大学的优秀
学 生 33 人 。 资 助 优 秀 学 生 10
人。共计发放奖教奖学金 79500
元。

黄斌对塔庄镇教育发展促进
会的成立和首次奖学奖教活动的
圆满举办表示祝贺。他希望镇党
委和政府在今后能发挥促进会的
作用，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
入，为塔庄学子提供更加优质的
教育条件，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不负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
推动塔庄教育事业发展不断迈向
新的台阶。 （通讯员 林国龙）

塔庄镇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并奖教奖学

金风送爽，春华秋实，在这美好的
金秋时节，满怀丰收幸福的渴望，带着
充满胜利的激情，9 月 11 日，闽清县柔
力球协会在乃裳广场举办了精彩的十
一周年庆柔力球展演，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展演在柔力球表演《撸起袖子加油
干》中拉开序幕，《情深意长》《祖国您
好》《永远跟党走》等 12 个激情四射的
节目一一上演，高亢的音乐响彻乃裳广
场，只见60余名协会会员服装统一、整
齐排列，正跟随音乐柔缓自然地引着小
小柔力球一会儿凌空飞舞，一会儿紧贴
球拍，一个个高难度动作就在圆润柔和

的舞动之间完成，展示了柔力球运动之
美。

闽清县柔力球协会会长杨美琼说：
“今天是我们柔力球协会十一周年庆，
我们成立这个柔力球团队，可以让更多
的人参与进来，享受更健康的生活。”

据悉，此次周年庆展演活动的开
展，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增
强了文化自信，让更多人民群众认识了
解柔力球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健
身项目，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倾
情献礼。

（记者 方雨茜）

柔力球展风采

9 月 9 日，由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福建省曲艺家协会、福建省
舞蹈家协会、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闽清县委宣传部承办，闽清县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雄江镇党委政府协办的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演出活动在雄江
镇尚坑村举行。闽清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刘鸿出席活动。

演出内容生动鲜活，形式丰富多
样，有快板、街舞、歌曲、福州评话、评
书、魔术等，个个精彩纷呈，吸引了一大
波村民驻足观看。台上热情澎湃，台下
喝彩连连。在一曲独具闽都风情的福

州伬艺——十番伬《秦楼月·春回坊巷》
表演中，演出落下了帷幕。作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十番伬典雅
唯美、古朴清新，深受现场观众喜爱。

演员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
式，将党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传达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也把普通群众对党和国家
的热爱和祝福表达展现出来。

据悉，本次活动是福建文艺志愿者
中秋文艺惠民演出的内容之一。旨在
进一步丰富和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展
现人民对党的无限热爱，为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营造喜庆氛围。

（记者 吴玉晶 郑新润）

文艺汇演进乡村

中秋假期，广袤乡村成为游客们在家门口寻找
“诗与远方”的首选。而在秋日时节的闽清，无
论是凉爽的高山村还是秀美的库区村都展
现出十足吸引力。

闽清县立足资源禀赋，探索“以
农促旅、以文强旅、以旅兴农”的新
型模式，形成农文旅相互促进、共
同提升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农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强劲引擎。

项目“遍地开花”三产融合
发展

在田间看水稻生长，挽起裤脚在
水塘摸鱼……这几日，在高山上的桔林乡
尚德村，昔日冷寂的村庄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声。

桔林乡政府携手省旅发集团、省广电集团、厦门大学
等打造的“云上尚德·耕读学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上月
底启用，依托专业运营团队与高校“加持”，田间地头成了
教室，草木虫鱼成了课本，孩子们在农事劳动、创意手作
中探索自然，感受农耕文化，“解锁”了闽清高山游的新地
图。

“这里空气清新，气温比城里低了四五摄氏度，游览
项目丰富，像藏在山里的世外桃源。”来自福州市区的刘
女士带着孩子体验后点赞道。

对闽清而言，这些年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不只
是激活人气，还带动了农产品扩销、落地项目的“续航”
等，这在农文旅重镇塔庄镇体现得尤为突出。

农产品扩销方面，在上汾村的龙晶葡萄产业园，新建

的萄野轻奢露营地集休闲旅游、种植采摘、农家乐于一
体，开放以来，带动当地葡萄销售增加30%，出产的葡萄
酒、葡萄干也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伴手礼。

落地项目“续航”方面，落地茶口村的口袋精酿酒厂
已成为当地文旅地标，福州市区的游客驱车数十公里前
去休闲度假、户外烧烤，品尝各种口味的精酿。农文旅融
合的溢出效应给了投资者更足信心，催生口袋精酿二期
项目加快推进。

“当前，我们提倡打造‘产业景区’，越来越多企业、农
户从过去单纯发展农业生产转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走
出乡村振兴新路。”塔庄镇党委书记林世烽说。

立足资源禀赋 打造旅游精品
塔庄的采摘游、雄江的库区游、东桥的亲子游……翻

开闽清县的农文旅发展地图，这些年，好项目纷至点燃乡
村人气，其中不乏落子高山乡村的重点项目。

深山何以引来人气，引来好项目？“好山好水孕育的
好风光有天然吸引力。”闽清县在建的最大文旅投资项目
云溪漫谷的投资方——一龙投资集团副总裁杨群一语道
破。

云溪漫谷依山傍水，风光秀美，景区内既有历史超
200年的古厝，又坐拥成片的橄榄林，兼具田园风光与古
村风貌，成为投资者眼中的热土。

这是闽清县农文旅资源禀赋丰厚的一个缩影。
农业方面，闽清县作为省定农产品主产区，打造橄

榄、柑橘、芋头、茶油、茶叶、水稻等“六个万亩”特色农产

品生产基地。
文化方面，当地千年山水孕育礼乐文化、华

侨文化、海丝瓷文化、古厝文化等独具特色的
梅邑文化。

旅游方面，除了天然的青山绿水，
这些年旅游政策红利也不断显现。
闽清县以创建“乡村文旅产业振兴
示范工程”试点县、入选第三批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为契
机，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具备“天时”“地利”，还有全县
上下的“人和”。

为打好旅游“基底”，近年来，闽清
县各镇村深入推进人居环境专项整治，“庭

院美、村庄美、道路美、河岸美、田园美、山川
美”的“六美”新景不仅成为村居标配，更成为游客

镜头下的诗画美景。
同时，闽清县文体旅局联合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根据

各乡镇特色打造主题文化旅游节：梅溪的橄榄节、下祝的
水蜜桃采摘节、桔林乡的柑橘文化旅游节……各乡镇也
立足自身特色，打造“一乡一精品”的短途乡村游产品，规
划多条热门旅游路线。

多方蓄力加持 振兴后劲十足
随着资源禀赋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吸引力，近年来，

越来越多团队走进闽清，开创农文旅融合新事业，不断夯
实基础配套，积蓄十足后劲。

青年海归返乡了，“95后”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毕业
生黄泽廷带着40多名海归青年来到塔庄镇梅坪村，改造
古厝，引入各类体验项目，让原本的“空心村”火起来；台
湾乡建乡创团队来了，台青曾芝颖带领团队参与闽清老
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提升，还为库区雄江的新发展出
谋划策。

各地的游览配套也在加快上马。在雄江镇梅雄村，
除了远近闻名的橄榄湖大院、小院，新建的水天一色小栈
民宿已试营业；在东桥镇，以新落成的湿地公园开放为契
机，各村正谋划“农家乐”“渔家乐”主题餐厅和民宿，在把
游客引进来的基础上，让更多游客留下来，带动消费。

闽清县还全力推进农文旅示范区建设，“这不仅是破
题乡村振兴的关键工作，也是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举
措，对促进闽清发展转型升级、改变城乡面貌、激活旅游
人气、带动村民增收意义重大。”闽清县相关负责人说。

（福州日报记者 林瑞琪）

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经研究决定，闽清县伞厂将
店面、场所（梅城镇解放大街 240
号）向社会公开招租。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租地点、底标价、报名
保证金、期限：

1.闽清县伞厂店面位于解放
大街240号，第一层店面面积约18
平方米，底标价每月 3150 元人民
币，报名保证金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

2.第二至第五层场所共约180
平方米，底标价每月 1800 元人民
币，报名保证金壹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
生活和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承租期限：三年。
二、公开招租报名及投标时

间、地点：
1.报名时间：2022 年 9 月 19

日-2022 年 9 月 23 日正常上班时
间。

2.投标时间：2022年9月28日
（星期三）上午 9:00 准时开始招
标、超过 10 分钟未到现场参加投
标的报名者视为自动弃权。

3.报名地点：闽清县梅城大街
82号县工信局。

4.投标地点：闽清县梅城大街
82号五楼会议室。

5.报名投标人需提供有效的
二代身份证、营业执照原件及复
印件，并缴纳相应店面的投标保
证金。未中标者当日退还报名保
证金，不计利息。

三、其他事项及约定按标书
规定的执行。

报名咨询电话：18965038228，
联系人：许女士

闽清县伞厂
2022年9月16日

招租公告

郑新润郑新润 摄摄

近年来，闽清养老服务产业
加速发展。为不断满足老年群体
的助餐配餐服务需求，县民政局
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和养老事业的
发展，把长者食堂建设作为一项
服务老人、增强群众幸福感的重
要工作。

记者来到白中镇长者食堂日
间照料中心，看到不少老人在此
休憩娱乐，唱歌、下棋、打麻将、打
乒乓球，老人们个个脸上都洋溢
着幸福的微笑，到吃饭时间，就可
以就近到长者食堂内品尝味美价
廉的餐点。

长者食堂工作人员邓德美表
示，长者食堂在梅城跟梅溪推出
八元钱一餐的服务，服务对象针
对六十周岁以上老人，然后在其
他乡镇的收费是每餐六元钱，餐
食配置同样都是两素一荤一汤，
此外公司还为老人提供送餐服
务。

据邓德美介绍，长者食堂按
照“中央厨房+配送中心+多点服

务”的服务体系，采用“集中采购、
集中制作、统一配送”的方式，确
保服务全覆盖，目前已在白中、梅
城、云龙、梅溪等多地设置中央厨
房。

受访老人钱理强表示，这里
面服务的非常周到，每一天都有
人在这里接待，吃饭都非常方便
他们这些老人都希望这个养老中
心越办越好。

长者食堂开办的成功得益于
我县民政局采用“5+”模式，因地
制宜建设长者食堂，打造具备助
餐配餐、休闲娱乐、日间照料等功
能于一体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场
所，既提供助餐服务，又满足老年
人的社交娱乐和学习需求。今
后，我县民政局将继续坚持以老
年人服务需求为导向，持续规范
长者食堂助餐服务项目，不断提
升民生工作水平，继续为百姓多
做好事、多办实事，增加群众的民
生福祉。

（实习记者 田寰驰）

县民政局：因地制宜建设长者食堂

为引导侨界继承和弘扬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的光荣传统，鼓足“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精气神，在
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县侨办、县侨联共同举办“喜迎二十
大·同心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9月15日上午，县侨联负责
人、副主席毛文良带领在梅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县
侨联常委、镇村侨联干部及侨界企业家30多人参观调研三溪
乡“微农学堂”、坂东镇“省级侨乡文化名镇名村”及省级党史学
习教育基地，共同见证我县侨乡文化和乡村振兴建设取得的新
成就，从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
同。活动由坂东镇侨联、三溪乡侨联协办。

活动伊始，参观了三溪乡“微农学堂”。“微农学堂”由三溪
乡溪源村池氏乡贤投资300多万元对原溪源村侨捐小学进行
修缮，并在屋顶修建了光伏发电而成。“微农学堂”通过邀请专
家、学者前来授课，研究推广国内外现代农业科技知识，与农户
一同筛选适合本地的、经济价值更高的新品种，孵化新产业，培
育新农人。自2020年创办以来，无偿举办丰富多彩的油茶、玉
米、生姜、板栗南瓜等培训班，培育、接待来访学习、参观的人数
达500多人次。增加了周边群众就业机会，显著提高了村财和
村民的收入，为我县侨界参与农文旅乡村振兴建设树立了样
榜。

随后赴“省级侨乡文化名镇名村”坂东镇参观，瞻仰了黄乃
裳、黄乃模陵园，参观了黄乃裳、黄乃模纪念馆、文泉书院及原
省委书记项南抗日住所暨《抗日救亡》周刊编辑部旧址。

坂东镇自古人杰地灵，素有“小小闽清县、大大六都洋”的
美誉。坂东是近代爱国侨领、民主革命家黄乃裳的故乡，境内
侨资源丰富，经过几代海外乡亲的引领、推动和建设，形成了融
本地乡土与东南亚文化于一炉，涵盖华侨历史建筑、侨捐公益
工程、涉侨非物质文化于一体的侨乡文化体系，于2020年获评
第三批福建省侨乡文化名镇名村。

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副会长、长乐菲律宾同乡会会长、
闽清北美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珠容表示，这个活动搭建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见到了新老朋友，促进沟通交流，增进了
友谊。今天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闽清侨界人士的团结和温暖，
全世界的侨界乡亲都是一家人，我们不管到了哪里都会心怀故

土，为了家乡的发展，我们会尽自己的每一分力。
毛文良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侨界先贤黄乃裳题词“侨史流芳”三十周

年，大力宣传黄乃裳并讲好乃裳故事意义重大，在电影《诗巫风云》即将上映之际，基
层侨联要多方组织观看，让社会各界认识黄乃裳，将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广为传颂，
从而打响侨乡名片。希望侨界人士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积极引进海外资金、技术
和人才，踊跃参与我县农文旅乡村振兴建设，为我县“融入都市圈、建设山水城”贡献
侨智侨力，奋力谱写侨界新篇章。 （县侨办 冯洋 县侨联 林东晶）

县
侨
界
人
士
共
同
见
证

侨
乡
文
化
和
乡
村
振
兴
建
设
新
成
就

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