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瑜

8℃
1717℃℃

8℃
1515℃℃

小雨转多云小雨转多云 晴 晴转小雨晴转小雨

11℃
2020℃℃

2024年1月3日
编辑：王淑芳 电话：2833373

邮箱：mdrbms@QQ.com

美编：吴城鑫 校对：陈小秋 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33版版

本报讯（记者 张瑜）1 月 2 日，记者
从市文旅局获悉，2024年元旦期间，宁德
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共接待游客75.98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949.26万元，按
可 比 口 径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03.3% 和
140.5%，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运行平稳、
安全有序。

周边游、乡村游热气腾腾。元旦期
间，城市周边游、乡村游、休闲游仍是主
流，各地纷纷推出“轻旅游”“微度假”旅
游精品线路，古镇名村、文创集市、特色
民宿等吸引大量游客漫游细品、沉浸体
验。其中，福鼎推出牛郎岗在山海民宿、

嵛山NOMI安曼岛民宿、大荒云上星空露
营地等网红民宿，征集与发布福鼎美好
生活茶空间，引导游客体验福鼎白茶；古
田卓洋乡前洋村举办古厝乡宴，聆听五
朝古事，寻回遗失太久的美好记忆，感受
浓浓的乡土文化气息；寿宁难忘下党景
区，西浦漂流、横石、龙潭景点游客络绎
不绝。

跨年迎新活动人气爆棚。元旦假期
期间，各地积极推出灯光秀、篝火会、围
炉煮茶、跨年敲钟等充满仪式感的“跨
年”活动，“点燃”节日氛围，迸发文旅活
力。蕉城金蛇头村举办“臻享元旦 共启

新章”系列跨年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绚
烂的烟花秀、缤纷的气球雨、精彩的节目
演出等活动轮番上演；柘荣东狮山风景
区推出沉浸式旅游演绎灯光秀，万人齐
聚一堂，看光影盛宴、赏国风表演，共同
迎接新年的到来；霞浦县三沙光影栈道、
鸣野秋芦海上度假村、樱花山庄城市营
地等纷纷推出帐篷露营、围炉煮茶、跨年
烟花秀等跨年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丰
富的假日体验。

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期间，全
市公共文化场馆正常开放，各地围绕“观
演+旅游”“非遗+旅游”等新业态，纷纷开

展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各类文娱活动，为
广大群众奉上节日盛宴。蕉城区图书馆
举办“定个新年小目标：快来领取你的新
年专属书单”线上趣味知识答题活动和

“神龙贺岁 福满新年”元旦文化活动，多
地联动掀起假日热潮；屏南举办“四季屏
南 乡村有约——第八届红曲黄酒文化
节”，全省“福”酒（红曲黄酒）企业和代溪
镇“茶酒果菌”特色农产品线下主题促消
费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体
验；柘荣县开展布袋戏、评话、提线木偶、
柘荣剪纸等非遗项目进景区展演活动，
聚集假日高人气。

元旦假期宁德文旅市场热力十足
接待游客75.9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949.26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瑜）1月2日，记者从市气象台
获悉，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两次弱冷空气活
动过程。

据预报，本周将有2次弱冷空气影响我市，分别
在3日至4日和7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最低
气温有所下降，其中，4日早晨西部和北部县市城区
的最低气温达 1℃至 4℃（有霜或霜冻）。具体预报
为：3日，阴天间多云，部分有小雨；4日，晴；5日，多
云到阴，局部有小雨。沿海风力方面，未来几日，我
市沿海海区以东北风为主，3 日，4 级至 5 级、阵风 6
级；4 日至 5 日，4 级至 5 级。气象员提醒，4 日，西部
和北部县市有低温霜冻天气，请关注其对蔬菜、水
果、茶叶等作物的不利影响；近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持续较高，请注意野外用火安全；近期夜晨雾较大，
请注意行车安全。

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

本报讯（记者 张颖珍 文/图）
2024 年元旦小长假期间，屏南县天气
晴好，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多个古村

“红”出圈，文旅消费活力释放，文旅市
场实现“开门红”。

元旦期间，屏南各地积极组织开
展文旅消费推广活动，让“老”习俗过
出新花样。如，寿山乡举办“迎新喜乐
汇 嗨吃自在游”赶集日活动，打造“茶
盐古道 康养寿山”特色文化 IP，传播
寿山文化，帮村民售卖农产品等；代溪
镇北墘村举行“四季屏南 乡村有
约”——屏南县第八届红曲黄酒文化
节，游客尽情体验红曲黄酒文化、蛋酒
文化；屏城乡前汾溪村开展“四季屏
南 乡村有约”“旺旺有礼庆新年”公益
活动，综合展示中国美术学院的乡村
美育相关成果。

在厦地村、龙潭村、四坪村等地，
不少来自泉州、莆田、厦门等地的旅
客慕名前来“打卡”。他们与村里红
火的柿子树合影，在小桥流水处流
连，品尝屏南特色美食。

据悉，元旦小长假屏南县共接待
游客 8.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1%，
实现旅游收入 6425.19 万元，同比增
长 42.93%。其中，A 级景区共接待游
客 0.4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63.57
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薇）日前，市疾控中
心发布 1 月健康提示，1 月需要重点关注
新冠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等多种呼吸道
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

近期，JN.1 变异株在全球范围内快
速上升，已经成为主要流行株，部分国家
疫情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当前，我国新
冠的形势处于低水平流行，JN.1 变异株
占比较低，但也呈上升趋势，有可能逐步
发展成为国内流行株。市疾控中心建
议，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或者 18 岁至 59
岁患有较严重基础疾病人群、免疫功能
低下人群、感染高风险人群等重点人群
按条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做好日常防
护，科学佩戴口罩，注意卫生习惯，勤洗
手，注意咳嗽礼仪，居家和工作场所定时
开窗通风，做好居室日常卫生。日常要

密切留意家人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有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避免带病上学或
上班，视情况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就医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尽量避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旦感染新冠病
毒，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避免前往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外出
全程佩戴口罩。感染者居家期间减少与
同住人员近距离接触，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必要时及时就诊。

入冬以来，我国呼吸道疾病呈现多
种病原交替或共同流行的态势。当前，
从监测结果来看，呼吸道疾病病原体以
流感病毒为主，我市已经到达流感的流
行高峰。肺炎支原体、腺病毒、呼吸道合
胞等病原体活动呈现低水平波动状态，

新冠疫情当前也处于低水平流行。市疾
控中心建议，对有疫苗预防的传染病如
流感、水痘等，按相关要求及时接种疫
苗，提高自身免疫力。养成良好的个人
卫生和生活习惯，打喷嚏、咳嗽时注意用
纸巾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每天定
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行
高峰期应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特别是
症状较轻的病人应及早到社区医院就
诊，避免发生交叉感染，早期隔离，待痊
愈后再返学返工。学校及托幼机构应认
真开展晨午检、缺课登记、通风消毒和疫
情报告等工作，出现暴发疫情适时采取
停课措施。

为预防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采购食品时，要到规模大、信誉好、食品
质量把关较严的商场或超市选购。不要

购买和食用无生产日期或保质期、厂名、
厂址的“三无”食品及感官性状异常的食
品，不要食用过保质期的食品。家庭聚
餐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出现胃肠功能
紊乱和身体抵抗力降低，增加患病风
险。尽量不要生食肉类、海（水）产品等
食品。剩余食物要及时冷藏，剩余食品
和隔夜食品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外出
聚餐，应选择食品卫生条件好、信誉度高
的餐饮单位。购买食品及外出就餐要索
取和保留好相关票据，以备追溯调查中
毒原因。进餐后如出现呕吐、腹泻等食
物中毒症状时，要立即进行自救，尽快吐
出胃中物，并尽快就医。同时，立即向当
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保留所有剩余
的食物和加工设备，以备调查中毒原因
之用。

读者来电：给孩子买了学平险还要参加居民医
保吗？

部门答复：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许多家长误
认为给孩子买了学平险就不用买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学平险确实能够为孩子提供额外的保障，但两
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家长不要忽略参加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的重要性。

首先，两者保险性质和参保条件有所不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非营利性的保险，无论身体
健康与否都应参加，可有效化解个人及家庭因病产
生的经济困难，大幅减轻看病负担；学平险是由商业
保险公司主办，以盈利为目的，具有极强的商业性
质，原患重大疾病或上一保险期内发生重大疾病医
疗费赔付的不允许参加商业学平险。城乡居民医保
完全不一样，属于社会保险范畴，最大的特点是公益
性，参保无门槛，不受既往病情影响，享受多重保障
和政府兜底支付。

其次，两者缴费和补助有所不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筹资由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组成，2024
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380元/人，且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是一次参保、两重保障，包括基本医疗保
险和大病保险。商业学平险纯属商业保险，保费完全
由个人负担，赔付额主要来自承保的保险公司的保险
资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
资金，除了个人缴纳的费用，财政还给予较大补贴。

再次，两者待遇保险和保障范围有所不同。学
生平安保险仅限于小、初、高、高校在校学生。而城
乡居民医保覆盖市域内的城乡居民，包括新生儿、在
校生、城镇非从业居民、农村居民，覆盖了从新生儿
出生到终老的一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是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义务
人，应当做到全民参保、应保尽保，中小学生也是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义务人。城乡居民医保是确保非就业
公民（含中小学生）获得国家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要方
式。建议学平险可以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在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进行二次报销，可以进一步减
轻患病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 本报记者 陈薇

居民医保和学平险要怎么选？

市疾控中心发布1月健康提示

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和食源性疾病

屏南古村“红”出圈

游客打卡龙潭村的柿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