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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通讯员 缪起
旺）日前，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暴雪、
冰冻黄色预警。为最大限度减少低温天
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连日来，福鼎市农
业农村局组织 200 多名农技人员深入各
乡镇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有效地防
范冬季蔬菜、水果生长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冻伤、病虫害等问题，全力做好农业防
寒防冻工作。

在太姥山镇下尾村，农技人员与蚕豆

种植户面对面讲述此次寒潮可能带来的
影响，指导农户做好蚕豆防寒防冻措施，
努力降低寒潮天气对蚕豆的不利影响，帮
助种植户积极应对，确保农作物生产不受
损失。

高级农艺师潘明树提醒广大蚕豆种
植户，在降温来临之前，要做好清沟排
水，防止冰冻，增施氮磷钾肥，加强病虫
害防治。

在店下镇海田村一草莓种植基地内，

农技人员正在查看草莓的生长情况，并就
寒潮和冰冻天气如何加强生产管理向农
场负责人进行详细讲解，最大限度减少降
温带来的农业损失。

高级农艺师王怀震表示，寒潮来临之
前，要做好已成熟的水果抢收工作，同时
做好地膜覆盖及喷施叶面肥等防寒防冻
措施，确保水果顺利抵御这次低温天气。

福鼎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洪
晓红介绍：“为保障农业生产正常有序开

展，福鼎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粮食、经作、
植保、畜牧等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防
寒防冻技术指导，避免出现寒潮带来的
损失。”

据悉，为积极应对此次寒潮灾害，福
鼎市针对农业生产组建 4 个专家技术指
导组，分别由 12 名专业技术骨干带领各
乡镇 200 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分发防
寒防冻材料 1000 余份，全力做好灾前预
防全覆盖。

福 鼎 以动治“冻”做好农业防寒防冻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薇）12 月 15 日，记者从市医
保局获悉，2023 年 12 月 1 日起，灵活就业人员应缴
职工医保费优化调整为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灵
活就业人员可持本人户口簿或居住证(有效期内)、
身份证至宁德市辖区内医保中心窗口办理灵活就
业参保登记，也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福建医疗保
障”微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灵活就业参保登
记。

据介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成功后，可通
过“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福建税务 APP、福建省
电子税务局、合作商业银行的手机银行或相关微
信公众号、云闪付 APP、支付宝、微信、税务部门的
办税服务厅窗口、地方政务 APP 等渠道，按月向税
务部门申报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可以选择
签订银行批扣方式缴纳职工医保费；也可以选择
自主申报缴费。为便利缴费人，灵活就业人员原
与医保部门签订的批扣协议，在税务部门可以继
续通过该协议实现费款划扣 (缴费人与持卡人姓
名和身份证必须一致)。新增参保以及其他需通
过委托扣款协议缴纳费款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持本
人储蓄卡在办税服务厅签订委托扣款协议并进行
批扣缴费方式确认（通过标准版“社保费缴费基数
申报”功能进行批扣缴费方式确认），每月 5 日前
在该储蓄卡内预留足额资金以便划扣，确保在扣
款周期内可按时扣款。扣款周期内资金不足的，
灵活就业人员也可通过手机端等自助缴费渠道或
办税服务厅办理费款缴纳。灵活就业人员如要停
止费款划扣的需到办税服务厅申请终止委托扣款
协议。

存在以下四种情形的，应先由医保部门核定应
缴费额传送特殊缴费数据后，方可向税务部门申报
缴纳。一是申报补缴 2023 年 12 月 1 日以前属期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二是申报补缴各类灵活就业
人员未办理参保登记期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三是办理退休待遇前医保部门要求缴费人补足最低
应缴年限费款的；四是其他应当由医保部门核定缴
费标准和征缴期限的情形。

为避免参保人医保待遇受影响，推荐选择银行
批扣方式缴纳职工医保费，并确保代扣的银行账户
余额充足，税务部门将在每月1日至2日起开始代扣
医保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后，享受当地
统一的职工基本医保待遇。

本 月 起 灵 活 就 业 人 员 向
税务部门申报缴纳职工医保费

11月29日，福安市关工委联合福安市教育局邀请
“中国好人”王林慧回到母校福安市实验中学，和学生
分享了她十多年来携母求学、工作的艰辛历程，激励学
生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长成才。

王林慧出生于2002年12月，当同龄孩子还在父
母怀里撒娇时，她却要面对母亲常年瘫痪在床、父亲
长期住院的困境，早早扛起家庭重担。从初中起，她
就带着母亲离家求学。十年来，从学校宿舍、医院到
出租屋，她始终如一、无怨无悔地照顾母亲，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女儿的爱与担当。

王林慧的孝母故事感动了无数人，她获得2022年
第四季度“中国好人”、2022年第三季度“福建好人”、
第六届宁德市道德模范、2020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
之星”、2020至2021学年国家励志奖学金、第三届宁德
市“尊老孝亲”美德少年、宁德市“向上向善好青年”、宁
德市第三届留守流动儿童“自强之星”等荣誉。

王林慧的母亲林细碧因患类风湿关节炎，手脚
畸形，瘫痪在床。王林慧9岁时，父亲因压力过大患
病，年幼的她就开始学习买菜、做饭、照顾母亲。王
林慧 11 岁时，患病的父亲需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
从此家庭的重担就落在她肩上，一边照顾母亲，一边
学习，一家人靠国家补助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救
济为生。

虽然父亲患病，母亲残疾，生活压力大，但王林
慧在逆境中始终向阳而生。她初中时写的作文《挫
折与成功》获得第十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预
赛一等奖。初中毕业后，她的成绩本可以上一所不
错的高中，为更好地照顾父母，她选择就读闽东卫生
学校护理专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王林慧勤奋努力，在闽
东卫生学校就读期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连年获评
奖学金并被评为“三好学生”等，并于2019年通过护
士执业资格证书考试。

王林慧升入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大专
时，犯了难。学校远在福州闽侯，去上学，母亲便无
人照顾。“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下定决心的她，
在学校附近租了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带着母亲从
福安前往闽侯。每天，她都在学校与出租屋之间来
回奔波，但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不断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积极阅读书籍，不断充实自己，做到孝
亲、学习两不误。

由于母亲病情恶化，需要住院治疗。王林慧每
天上完课就匆匆赶往医院。夜里，把母亲照顾妥当
后，就在医院的床头灯照耀下继续学习。虽然很难，
但对她而言，生活并不是苦的，因为有母亲无限的爱
和自始至终的陪伴。

2022 年 7 月，王林慧毕业后考进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成为一名临床护理工作者，同时也在
自考本科文凭。她表示，在照顾好母亲的同时，一定
做好本职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患
者提供优质服务。 □ 本报记者 张颖珍

王林慧：

带着妈妈上学

道 德 模 范

在这里，文明之花绚丽绽放；在这里，
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向海而兴的滨海新城宁德，面对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崭新课题，不断尝
试、大胆实践，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
明创建的路上坚韧行走，持续探索新时代
精神文明建设的“宁德路径”，逐渐形成了
立足地方特色的“宁德经验”，书写了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宁德答卷”。

旗帜高昂

奏响时代“最强音”

“有了‘周周学月月讲’这个平台，像
我们这样的边远山村，每个月也能收看到
这些好课程。”屏南县龙潭村村民陈小兰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周周学月月讲”共
享课堂，聆听“闽东之光”讲座。

培根铸魂，让党的思想理论滋养初
心。2022年，宁德创新开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周周学月月讲”共享课堂，邀请社科名
家“烹制”思想“盛宴”，线下活动“云端”传
播，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宣讲资源。
经过一年运行，共享课堂已开播 18 期，观
看量超25万人次，在创新发展中提升感染
力，在渠道融合中增强传播力。

林厝服务区建设全省首个高速“文明
实践点”、“民间博物馆”的文物“讲”理论，
村口大树下谈村务、云平台上说法治……
为把党的“好声音”送到田间地头，宁德在
全市建成县级（含开发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10个、所127个、站2347个，实现全
覆盖，切实帮助基层解决优质文化资源不
足、组织开展活动难等实际情况，提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利用率。

一场场涤荡心灵的理论学习，让学习
的热潮从课堂涌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本
土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元素被融入阵地建
设，高校教师、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等组成
宣讲团，既有耄耋老者的语重心长，也有
小小宣讲员的童声稚语。北路戏、畲歌畲
语、白话土话等本土特色曲艺轮番上演，
创新理论在欢声笑语中入脑入心。

“顶着烈日，他在酷暑中走遍了闽东
大地，这种心系人民的责任与担当，值得
每一位同学学习……”在宁德六中举办的

“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诵读比赛中，参赛
选手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习爷爷“三进下
党”“四下基层”的感人故事。

这些年来，以“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
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为引领，宁德市持续
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开展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系列活动、乡村学
校少年宫建设、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知我闽东、爱
我闽东、建我闽东”的种子从小就在广大
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

凡人善举

文明实践“筑根基”

志愿服务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
方式，因为“志愿红”，文明宁德有了更深
层次的美。

从万达商圈文明实践广场，到霞浦七
星渔排海上文明实践点，为深化志愿者队
伍建设，宁德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引
擎”，以党政部门志愿服务队伍和社会团
体民间志愿服务组织为“两翼”，逐步完善
市、县、乡、社区（村）四级志愿服务组织体

系。目前，全市注册登记的各类志愿者队
伍6623支、实名注册志愿者31.68万人，志
愿服务总时长563.61万小时，人均服务时
长约17.79小时。

在蕉城区第四中心小学，由家长、值
日教师、志愿者组成的“护学岗”每天按时
到岗，他们穿着红马甲，拿好交通指示牌，
为孩子平安回家筑起安全通道。

“24 年坚持义诊的银发军医袁润熙”
“救起17人的富春溪‘守护神’陆韦”“攻坚
克难开辟动力电池创新之路的科学家吴
凯”“ 从‘带母上学’到‘带母上班’的姑娘
王林慧”，4位宁德人入围2023年“感动福
建”年度十大人物评选……

是他们，用平凡的人生书写着宁德好
人群像。

坚持用“美的眼睛”挖掘身边的好人
好事，宁德把营造“好人文化”作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内
容来抓。持续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常
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培育指
导、推荐评选、学习宣传、帮扶礼遇工作。
截至目前，共推荐评选全国道德模范陈祥
榕等8人（含提名奖）、福建省道德模范21
人、“中国好人”55人。

“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如同一颗种子深深植入宁德市民心
间。

创建为民

收获满满幸福感

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民生幸
福持续“加码”。

2021 年以来，宁德坚持“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建设理念，
持续推进“十个十”民生工程建设，融入中
心城区的方方面面，口袋公园添园增绿、
夜景提升流光溢彩、老旧小区焕然一新，
城市环境大大提升。

从城里，到农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
精神文明建设就在哪里。

“漳湾福船”“霞浦诗歌”“柘荣剪纸”
“畲族双音”……目前，宁德实现乡村学校
少年宫乡镇全覆盖，各地各校因校制宜搭
建“一校一品”学生课后服务舞台，大力弘
扬“闽东之光”，开拓学生视野，激活乡村
文化事业新动力。同时，各地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全市共有省级文明
乡风建设联系点 11 个，县级及以上文明
村、镇占比提升至65.1%、94.6%。

市民的一举一动，映照着一座城市的
文明。

12 月 10 日，“神行超充·2023 宁德马
拉松”圆满落幕，近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
跑友齐聚宁德，他们几乎都会有这样的
感受：这里不但山水秀丽，干净整洁，这
里的人也分外“美”——斑马线旁，行人
想过马路，司机会停车礼让；公交车上，
人们低声交谈，礼让老幼；公园广场，很
轻松就能找到志愿者……文明风尚在普
通市民间裂变。

从民生到民心，文明已融入每一个宁
德人的生活，也让城市魅力与日俱增。文
明花香扑面来，不忘初心方致远，着眼群
众需求，回应群众期盼，宁德把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作为首要考量，在开拓
进取中推进城市发展，在守正创新中擦亮
城市幸福生活底色。

□ 本报记者 张颖珍

书写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宁德答卷”

12 月 17 日，寿宁长岗头迎来今冬第一场雾凇。雾凇
俗称树挂，是一种类似霜降的自然现象，是由于雾中无数
零摄氏度以下尚未结冰的雾滴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
积聚冻粘的结果，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沉积物，
需要温度、湿度、风力、风向等诸多条件适宜、合理匹配时
才能生成。 何家进 摄

寿宁迎今冬第一场雾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