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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开心的孩子们

平潭由主岛海坛岛及周边多个大小岛
屿组成，离岛因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
人才引留难，导致岛上的群众难以享受到
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服务，在“家门口”上好
学、就好医是他们的期望。

东庠岛是平潭其中一个离岛，平潭东
庠学校是岛上的一所学校，如何提高离岛
教育现代化优质发展，一直是实验区相关
部门关注的焦点。

2022年 8月，平潭第一中学“牵手”平
潭东庠学校，开展结对帮扶，提升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借助帮扶交流东风，平潭东庠
学校与主岛学校的校际差异明显缩小。“上
一届，我们学校的普高上线率达 70%，数名

学生考上优质高中。我们希望这样的帮扶
能一直持续下去，让小岛的孩子通过学习
走上更广阔的路子。”平潭东庠学校副校长
游少峰说。

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基教处处长刘培钦
介绍，聚焦离岛教育提质工程，实验区全面
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推进

“名校+弱校”行动计划。“通过双向或多向
交流，把‘强校’的先进理念、教学方法和优
秀文化带到‘弱校’，从软件到硬件综合推
动，提高离岛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

医疗事业关乎民生大计，为此，平潭加
强公共服务供给，优化资源配置，不断增强

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打通离岛服
务“最后一海里”。

“离岛义诊活动能让我们把学到的知
识、技术带到基层，在帮助村民的同时，提
升当地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实验区社会
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春美说，实验区
医院还设置了双向转诊中心，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转诊患者优先提供门诊、医技检
查、住院转诊服务，并依托远程大查房和组
织业务学习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大处着眼，辨明方向；小处着手，精益
求精。“以前我们与主岛生活差距大，现在
差距越变越小。老人看病方便，年轻人也
能吃上‘旅游饭’。”东庠岛居民薛秀燕说。

10多年前，平潭人要想出岛，唯一的选
择便是到娘宫码头乘坐轮渡至福清小山东
码头——每小时 10公里，是平潭人民长久
以来的出岛速度。

“以前我们从平潭到福州，运气好的话四个
小时左右能到。遇上乘船高峰期，等船的车辆
能排好几公里。如果遇上台风，轮渡还会停运，
真是苦不堪言。”娘宫村村民陈友华回忆道。

终于，在 2010年 12月 25日，凝聚着一
代又一代平潭人梦想与期待的平潭海峡大
桥建成通车，结束了过去靠轮渡进出海岛的
历史——每小时 80公里，平潭人民一跃迈
进高速时代。

随着平潭的开放开发，平潭海峡公铁大
桥应运而生，于2020年12月底通车运营，平
潭从此迈进高铁时代，与福州形成“半小时
生活圈”。

据介绍，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上层设计为时
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设计
为时速200公里的双线铁路。目前，平潭高铁
中心站每日开行多趟车，涵盖了上海、北京、深
圳、西安、南昌、南京、龙岩、湖州等多个方向。

市民邱家辉在平潭运营着三家民宿，他
认为，高铁的开通为平潭旅游业带来更多发
展机遇。“一开始接待的客人大多来自江浙
一带，现在平潭知名度越来越高，客人来自

五湖四海。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开通，让我
们对平潭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除了做好进出岛道路建设，十年来，平
潭还着力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
发展，平潭人民出行从“行路难”变为“畅通
途”。截至2023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
658.72公里，公路网面积密度 177.55公里/
百平方公里。乡镇通二级及以上公路率、建
制村通硬化路率、农村公路列养率均达
100％。建成高铁中心站和新客运站两个主
要交通枢纽。规划构建“一环两纵三横”干
线公路网和“一环六纵八横”县道规划网以
及通达村居、旅游景点的乡村道路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基本养老服
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
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
进医养结合。

陈凤莲是童心颐养中心的一名养老护
理员，照顾老人、陪伴老人是她的工作内
容。两年多来，她对每一位老人的习惯、脾
气都了如指掌。“她们都是‘老小孩’，很真实
也很真诚，看到她们每天脸上都有笑容，

我的内心也感到快乐。”陈凤莲说，老
人的幸福是安度晚年，这是中心

与他们的“双向奔赴”。
对于独居老

人、高龄老人来说，
幸福就是家

门 口 的

一顿热乎饭。今年国庆节前夕，君山片区
大坪村长者食堂开放，让村里的高龄老人
和独居老人再次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步行几分钟就能到长者食堂吃上热
乎饭，饭菜色香味俱全，以后我会经常
来。”大坪村村民李元美笑着说。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同胞的心灵契合
是关键。近年来，平潭从两岸基层融合入
手，聘请台湾专业人员担任社区服务志愿
者，培育两岸融合试点村居，引入台湾社
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在携手
打造共同家园中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心灵
契合。

2021年，台胞萧修祺成为平潭引进的
首批台湾社工之一，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
理和服务，在携手打造共同家园中不断增
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在平潭生活的三
年多时间，我的工作得到支持，居住得到
保障，两岸同胞在共同创造新的家园生态
圈。”萧修祺说。

得益于平潭提供的台胞子女在
岚就学绿色通道，萧修祺夫妇的孩

子今年转学到了家附近的
幼儿园，接送变得更

加方便。

“平潭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为我们
解决了居住和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些暖心
举措让两岸同胞走得更近。”萧修祺爱人
韩湘楠说。

如今，萧修祺一家入住两岸馨苑小
区，生活幸福又美满。

此外，平潭以台胞需求为导向，聚焦
就业、就医、创业等多方面，推出对台职业
资格采信、台企注册“全程网办”、台

胞身份“两证互认”、全流程台胞医疗服务
等创新举措，真正让台胞享受与大陆同胞
同等的待遇。

从安居到乐业，从追梦到圆梦，越来
越多台胞来到新家园、融入新家园，岚
台同胞双向奔赴，共筑美好第一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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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平潭考察，亲自为平潭

擘画“一岛两窗三区”宏伟蓝

图，指出“要以建设新兴产业

区、高端服务区、宜居生活区

为目标，致力打造‘台胞第二

生活圈’”，为实验区高质量发

展指明前进方向。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聚

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优先抓好民生领域各项改

革。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

会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是

发展的根本目的。十年来，平

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增

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着力

点、落脚点，办好惠民生、暖民

心、顺民意的实事，不断创造

高品质生活。

老人们在农村幸福院聊天。

“交通圈”做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岚
考
察
十
周
年
特
刊
之

十年来，平潭着力推

进农村公路“建、管、养、

运”协调发展，平潭人民

出行从“行路难”变为“畅

通途”。截至 2023 年底，

全 区 公 路 通 车 总 里 程

658.72 公里，公路网面

积密度 177.55 公里/百

平方公里。乡镇通二级

及以上公路率、建制村通

硬化路率、农村公路列养

率均达 100％。建成高

铁中心站和新客运站两

个主要交通枢纽。规划

构建“一环两纵三横”干

线公路网和“一环六纵八

横”县道规划网以及通达

村居、旅游景点的乡村道

路网。

“民生圈”优化

“服务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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