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敏
通 讯 员 谭飞 杨成航 何媛婷

陈明双 林奋华
近期，各地计生协积极组织开

展联谊活动，搭建互动交流平台，
为单身青年提供相遇、相识、相知
的机会，并邂逅美好爱情。

南平市
单身青年邂逅樱花烂漫时
2月22日，“踏春赏樱花 相约

在邵武”青年人才交流活动在邵武
市大埠岗樱花小镇“青·缘”基地举

行，30名青年人才参与。
活动现场，青年们漫步樱花

园、体验包糍制作、打卡古镇古街，
通过品茶交流和互动游戏增进了
解，沉浸式感受环武夷山国家公园
保护发展带的新业态。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南平市委、
南平市计生协、国网南平供电公司
主办，共青团邵武市委、大埠岗镇党
委、政府承办，旨在引导青年人才投
身“三争”行动，同时持续打造“青·
缘”婚恋交友品牌，服务青年婚恋需
求，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

涵江区
篝火音乐会点燃单身青年爱的火花

2月15日，莆田市涵江区计生
协联合区总工会、白塘镇政府、共
青团涵江区委等部门，在双福村举
办“福往福来·邂逅浪漫”青年职工
联谊交友篝火音乐会。活动吸引
了百余名单身青年男女报名参加。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男女嘉宾
通过游船破冰、自我介绍、游戏协

作等方式拉近彼此距离。漂浮舞
台上，嘉宾们展示才艺，才艺秀精
彩纷呈。篝火烧烤派对将活动推
向高潮，乐队现场演唱，大家挥舞
荧光棒，笑声与欢呼声交织在一
起，气氛热烈而欢快。篝火在夜色
中熊熊燃烧，映照着每一张洋溢着
青春活力的面庞。瀑布烟花在空
中绚丽绽放，为这个浪漫的夜晚增
添了一份梦幻色彩，也让现场的浪
漫值瞬间拉满。

洛江区
交友联谊活动助青年收获幸福

2 月 22 日，泉州市、洛江区计

生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洛’地有
爱‘缘’来是你”单身青年交友联谊
活动吸引了 60 多名单身青年参
与。

活动现场布置得温馨浪漫，设
置了相亲角、互动游戏和自我展示
等环节。青年们通过查看资料、破
冰游戏、才艺展示等方式相互了
解，气氛热烈。最终，10位男嘉宾
向心仪对象表白，6对成功牵手。

自 2024 年以来，洛江区计生
协联合相关部门通过每季度定期
举办婚恋交友活动，并开展社区公
益红娘、公园相亲角活动等方式，
为单身青年搭建交流平台，持续助
力青年收获幸福。

2025年2月27日

本版由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协办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87095576 版式版式//玉花玉花责编责编//陈静陈静 11
生育关怀八闽生育关怀

□本报记者 陈敏
通讯员 郑巧星
“快看哪！那辆公交车布置

得 真 温 馨 、真 漂 亮 ，太 浪 漫 啦
……”市民们纷纷赞叹。近期，一
辆辆行驶在宁德市街头的新型婚
育文化公交车格外抢眼，吸引了
不少市民打卡拍照。

春节前夕，宁德市计生协会
联合市卫健委，在市区 1 路（公交
总站—金涵小区二期）、20 路（金
泰园站—公交总站）、32 路（长潭
村站—火车站）、33 路（七都镇终
点站—火车站）等线路上，为公交
车换上了新型婚育文化主题的

“新装”，让公交车变身“流动宣传
员”。公交车身以浪漫的粉红色
为主色调，车身两侧绘制了新人

结婚、孕检、三孩家庭等图案，并
印有“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育儿
责任，夫妻共担”“重视婚育，积极
婚育”等宣传语，成为城市中一道
道流动的“风景线”。

同时，宁德市计生协会还在
市区闽东路的市政府、天湖路的
沃尔玛、南北湖滨路的北岸公园、

八一五路的旧公交大厦公交站亭
上，投放了以“构建新型婚育文
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倡导
新型婚育文化，助力人口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的户外宣传，营造了
浓厚的生育友好社会氛围。

近年来，宁德市计生协会不
断创新宣传载体和形式，结合乡
土文化和传统习俗，将新型婚育
文化融入短视频、海报、摄影等文
艺作品中，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
特征、符合年轻人视角、节奏“短、
平、快”的优秀文艺宣传作品，让
婚育文化宣传既“出新”又“入
心”。其中，新型婚育文化公益宣
传片《生生不息》荣获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生育友好主题优秀短
视频奖。

印有新型婚育文化标语的
公交车行驶在宁德市街头

“踏春赏樱花 相约在邵武”
青年人才交流活动现场合影

宁德市：婚育新风“驶”进大街小巷

计生协当起“红娘”助力适婚青年“脱单”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
发《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
（试行）》。《指南》明确，针对婴
幼儿养育人开展养育风险评
估与指导，针对 0～3 岁婴幼
儿和养育人开展养育照护小
组活动；婴幼儿早期发展服务
主要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以及县级妇幼保健
机构提供，同时鼓励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结合实际开展婴幼
儿早期发展服务。

《指南》要求，根据不同年
龄段婴幼儿发育特点，结合
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时
间和频次，在婴幼儿满 1、3、
6、8、12、18、24、30、36月龄时，
共进行 9 次养育风险评估与
指导。儿童保健人员在提供

0～6岁儿童健康体检后，开展养育
风险评估与指导服务。评估与指
导内容包括开展健康教育、养育风
险评价及咨询指导。

《指南》要求，在乡级和县级开
展养育照护小组活动。如果村级
具备条件，可在县级和乡级机构指
导下，在村级开展养育照护小组活
动。依据婴幼儿发育规律和特点，
按照0～1岁、1～2岁、2～3岁分组
组织活动。每组 5～10 名婴幼儿
及其养育人，每次活动 40～50 分
钟。0～3岁期间共为婴幼儿及养
育人提供 12 次养育照护小组活
动，其中0～1岁4次，1～2岁4次，
2～3 岁 4 次。有条件的地区可增
加活动内容和频次，为婴幼儿及其
养育人提供更加密集的养育照护
小组活动。 （《中国人口报》）

福建省民政厅提供的数据显
示，近 5 年来，福建省结婚登记总
体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20 年结
婚登记 205629 对，2021 年结婚登
记 184838 对 ，2022 年 结 婚 登 记
166214 对 ，2023 年 结 婚 登 记
180818 对 ，2024 年 结 婚 登 记
151555对。

另据数据显示，福建省初婚
年龄稳步推迟。根据我国现行政
策，男性年满25周岁、女性年满23
周岁即为晚婚。

福建省民政厅提供的数据显

示，福建是两岸婚姻数量最多、最
为集中的省份，自 1989 年在厦门
登记第一例涉台婚姻以来，闽台
同胞超 12 万对喜结连理，占同期
全国两岸婚姻总量近1/3。其中，
男方为台湾居民的结婚登记数
104281 对，女方为台湾居民的结
婚登记数 11665 对。前者大约为
后者的 9 倍。据海峡婚姻家庭服
务中心负责人分析，这可能与福
建省政府部门比较重视服务两岸
婚姻家庭的做法有关，两岸婚姻
登记数量的走势，是两岸社会经

济水平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表
现。

上述观点也得到了证实。在
2024年6月底第二届闽台“山盟海
誓”集体婚礼活动上，经过8年的爱
情长跑，台胞刘永鑫与贵州女孩杨
沁永结同心。刘永鑫表示，他与大
陆妻子的姻缘即是从妻子到台湾
访学开始。他认为，目前两岸互相
开放的访学机制等人员往来机制
和交流机制，以及定居落户政策给
两岸婚姻提供了契机。

（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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