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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就业、工伤认定……集多功能为一
体的漳州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你领了吗？小
卡片服务大民生，从功能单一的第一代社保
卡到“一卡多用”普惠化、便捷化、智能化的第
三代社保卡，我市社保卡已实现社保查询、找
工作就业、失业金申领、工伤认定、职业培训、
技能鉴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欠薪线索
反映、人事人才考试缴费、政策补贴资金领取
等功能。持卡人凭社保卡可在医院及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就医诊疗、住院登记、购药结算
等。我市正逐步拓展社保卡在交通、旅游、文
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应用，未来广大群
众还可持社保卡乘坐公交车、入住酒店、出入
图书馆等，充分享受社保卡服务的更多便利。
为全力落实第三代社保卡的申领、换发工作，
市人社局多措并举全面推进第三代社保卡工
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发行第三代社保卡 62
万张。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市人社局
高度重视社保卡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抓，将工作任务细化，层层传导、压
实责任。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华召集

社保卡合作银行主要领导和相关负责人召开
社保卡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第三代社保卡发
行和应用推广工作；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林贵达主持召开全市社会保障卡工作推进
会，将任务分解到各县（区）人社部门和社保
卡合作银行，全面提高人社服务效率，同时，
要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等敏感数据信息，强化
信息安全保障，改善群众服务体验。

为进一步提升社保卡服务质量和便民服
务能力，市人社局坚持统一规范标准，加强社
保卡服务网点建设，社保卡服务网点不断向
基层拓展延伸，群众可以就近办理社保卡申
领、补换、挂失解挂、社保卡启用、综合查询和
电子社保卡申领等。“现在办理社保卡服务真
方便，在家门口就把申请手续办好了！”提起
社保卡贴心服务，村民们纷纷赞不绝口。原
来，小坪村距离县城二十几公里，村民往返县
城一趟，不仅耗费时间长，还要遭受舟车劳累
之苦。如今，社保卡服务前移几十公里，到村委
会现场服务，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优质的
服务，获得了当地村委和村民的一致好评。

今年以来，我市新增建设 20个基层社保
卡服务网点，市人社局信息中心坚持检查指
导，统一服务规范标准，提升各项社保卡服
务，实现“最后一公里”服务。针对老年人和出
行不便等特殊群体，社保卡合作银行主动服

务，组织专门团队携带便携式移动制卡设备
到偏远乡村、老年大学、社区、村委会，现场设
点，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群众办理第
三代社保卡、激活社保卡的银行功能、申领电
子社保卡等，解决了老人的心头难题，赢得老
人们点赞。此外，市人社局还组织全市社保卡
负责人、制发卡人员举办社会保障卡服务规
范培训，就社保卡业务管理规定、社保卡服务
规范等内容进行讲解，逐一解答日常业务经
办中出现的疑难问题，有效提升我市社保卡
服务水平。

作为社保卡线上应用的电子凭证，电子
社保卡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功能相通，可
实现参保地查询、失业保险信息查询等多项
民生服务。为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深化营商
环境，推进“互联网+人社服务”，市人社局积
极推进电子社保卡申领工作，充分发挥电子
社保卡便民、利民、惠民的作用。截至 11 月
底，我市电子社保卡签发人数超 278万人，电
子社保卡持卡率突破 55%，提前完成 2022年
福建省营商环境监测指标中的电子社保卡持
卡率46%任务指标。

高度重视，提前规划。积极组织县（区）人
社部门、全市社保卡合作银行召开电子社保
卡工作推进会议，要求统一步调，充分认识签
发使用电子社保卡的重大意义，各级负责人、
经办人学习并掌握电子社保卡申领流程，并
将未签发电子社保卡的人员清单按辖区进行
划分，明确阶段性任务，层层压实责任，保障
申领工作有序推进。

多级联动，共同服务。探索社银共建便民
服务合作方式，多级联动形成合力。县（区）人
社部门发动村（居）劳动保障协理员、金融信
息员进村入户，为行动不便的高龄群众上门
服务，满足群众“就近办”“马上办”需求，切实
搭建起服务群众的直通桥梁，让广大群众更
深切地体会电子社保卡服务的便捷性。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线上充分利用村
（居）微信群、朋友圈等平台发布申领电子社保
卡操作流程及其应用功能、用卡安全常识，线
下通过广播、发放宣传册、现场协助线上绑定
等形式，多角度开展电子社保卡宣传活动，提
升群众对电子社保卡的知悉度和认同感，提高
群众对电子社会保卡的认知度和使用率，充分
发挥电子社保卡便民、利民、惠民的作用。

延伸社保网络服务 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漳州市人社局推进第三代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落实省委省
政府“三提三效”的行动部署，持续提升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第三代社保卡和电子社保
卡工作，通过提升社保卡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向全市
参保人员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用卡服务。

1.如何更换第三代社保卡
（1）原持有漳州市第二代社保

卡的持卡人可携带有效身份证、旧
的二代社保卡和近期一寸白底彩
照，前往全市任一社保卡服务网点
或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社保卡窗口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换发；

（2）未曾持有漳州市社保卡
的参保人，可携带有效身份证、近
期一寸白底彩照，前往全市任一
社保卡服务网点或行政服务中心
一楼社保卡窗口办理第三代社保
卡申领。

2.如何申领电子卡
申请人可通过微信扫描下方

“电子社保卡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进行电子社保卡申领。

本组文字由 本报记者 李立平 采写
图片由 漳州市人社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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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 通 过 下 载 安 装“ 掌 上
12333”、人社部电子社保卡手机
APP进行电子社保卡申领；还可以
通过“闽政通”手机 APP 搜索“电
子社保卡”进入电子社保卡申领
流程。

一卡畅享多样服务一卡畅享多样服务
小卡片服务大民生小卡片服务大民生

激活电子社保卡激活电子社保卡
便民服务更贴心便民服务更贴心

市人社局社保卡工作分管副局长调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信息化发展情况 漳州市社会保障卡工作推进会现场

向群众宣传讲解社保卡知识

柴火饭上话非遗
临近中午，一阵诱人的香味从后厨传出来。这无声的信号暂

时合上了郑水土滔滔不绝的话匣子。“快来尝尝我老伴的手艺，
加点甜辣酱吃更香。”对郑水土而言，妻子李秀琴所做的柴火饭
无疑是人间美味，百吃不腻。

如今的农村，家家户户做菜早用上了煤气炉和电磁炉。平时
造船剩余的边角料，郑水土积累了不少，“弃之可惜，拿来做柴火
灶的燃料也不错。”每当远客登门，郑水土总会热情招待，叫上妻
子做一桌地道的农家味。

在小饭桌上，郑水土的话匣子再度打开。“传统木帆船因为
环境的改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愿意学习薯莨染技艺的人越来
越少，但这门传统技艺却又好比我手中的这碗柴火饭，任现代的
厨具再精良，也烧不出这个地道的味儿来。”郑水土说，显而易
见，传统染帆这门非遗技艺更需珍视。他很欢迎刘迎这样的年轻
学者来学习、守护这门技艺。“薪火相传，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 许文彬

这是我第一次来漳州。
来漳州之前，我便从朋友那里听闻这座城市：风景宜人、民

风淳朴、美食云集。
我的博士论文需结合田野调查。乘上开往漳州的动车，我心

生憧憬：既为学术求知而来，也期待学术之外领略漳州的美好。
或许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些天，本应热闹的漳州古城和中山

桥都少了人流。小红书推荐的一些网红店都暂时歇业。不过，当
小城“慢节奏”下来，安逸的气质就凸显了。或许我来得正是时
候：虽值冬日，但明媚的阳光时不时透过云遮，流连波纹粼粼的
湖面。在南湖公园，我嗅到了草的清新、花的芬芳。几声白鹭啼
过，更显周遭幽静。

此行我终于拜访了郑水土老师，参观了他的“造船”工作室，
看到了薯莨染的实物，当面请教了一些问题，受益匪浅，为接下
来开展更实质性的研究做好了铺垫。

未能好好品尝漳州美食，我略感遗憾，但留点念想，才会期
待。明年夏天，我还会再来漳州，不见不散。

⊙记者 许文彬 整理

刘迎口述漳州之行：

或许我来得不是时候，
或许我来得正是时候……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我之前通
过电话联系过郑老师。他平易近人，没
有架子，也很愿意帮助年轻人成长。”
在本报的牵线搭桥下，留学英国伯明
翰城市大学的博士生刘迎回国后，带
着读博期间的研究课题，从深圳奔赴
漳州，就薯莨染传统技艺进行学术访
问。12 月 28 日，刘迎专程来到龙海区
海澄镇豆巷村，拜访漳州非遗传承人
郑水土。

10月6日，《闽南日报》社会新闻版
刊发题为《薯莨染收到“名校之约”》的
报道，介绍留英博士生刘迎通过本报

“接”上漳州非遗传承人郑水土。国外名
校抛来“橄榄枝”，令人欣喜；古老的非
遗技艺亟待保护和传承，令人感慨。两
个月后，这场传统技艺与现代学术的对
话终于开启。

上午 11 时许，刘迎在古月港下车
后，徒步入村。郑水土早已在路口等候。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相视的微笑瞬间
化解了彼此的陌生。“我小时候，这边江
上几乎每天都停满木船。现在就剩下村
口的这艘古帆船了，上面悬挂的船帆便
是薯莨染制而成的。”郑水土边介绍，边
领访客来到他的“造船”工作室。

不足1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摆放着
大大小小各种古帆船模型。“有些还没
上漆，有些挂上帆的是完工的。”郑水土
除了是崇兴郑氏造船家族第六代传承
人，也是漳州非遗项目薯莨染帆技艺的
传承人。至今，他还保存着具有家族百
年历史的薯莨锉。

“制作薯莨染料，需要先用薯莨剉
将薯莨剉至容器，加水后用手反复搓
揉，静置数小时……”郑水土边演示边

说，“浸泡染物前，先用箩筐捞出薯莨
渣，搓出薯莨液，再将染物置入染液中，
使之均匀浸泡。经多次染晒，染帆才能
完成。一张 8平方米的船帆，大概要花
20多天才能染制完成。”

“薯莨是天然植物染料，大量应用
于丝织物。我想探索薯莨染是否能与现
代纺织技术相结合，探索在更多材质上
运用的空间。”刘迎希望现代学术的介
入，能更好地挖掘这项传统非遗技艺的
价值。

“您还收徒弟吗？下次要染帆的时
候，我能否来帮您打打下手？我想亲自
实践薯莨染的具体制作流程。”她的眼
里满满是拜师的热忱。

“年轻人愿意学，这项非遗技艺才
能越来越年轻！”郑水土欣喜地接受了
眼前这位“新徒弟”。

当天，郑水土领着刘迎来到月港木
栈道。“你看，木栈道下面的这些枝叶，
便是薯莨长出的新叶子。”在江边的空
地，郑水土种下了一些薯莨，以便就近
取材，制作薯莨染料。“过去，镇上住了
不少渔民，他们出海穿的衣服也都是薯
莨染制成的……”

从沙土中浸润的新鲜薯莨，到渔民
穿的薯莨衫裤，再到船上悬挂的薯莨染
帆……在古月港，刘迎感受着非遗技艺
薯莨染的“前世今生”，憧憬有朝一日，
薯莨染能与现代纺织技术相结合，让非
遗也变成时尚。

“明年五六月，染帆的季节，我会再
来这里，和老师学习薯莨染的工艺，届
时也希望将这项传统技艺的制作流程
更好地记录保存下来。”刘迎当着郑水
土的面许下约定。

《《薯莨染收到薯莨染收到““名校之约名校之约””》》后续后续>>>>>>

留英博士生刘迎留英博士生刘迎：：我来我来漳州拜师漳州拜师
薯莨染帆技艺传承人郑水土薯莨染帆技艺传承人郑水土：：这是美好的开端这是美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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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存在土里的新鲜“薯莨”

郑水土展示家族传承百年的“薯莨锉”

◀郑水土所制作的帆船模
型，其船帆应用薯莨染技艺。

▶郑水土向刘迎展示薯莨染帆

本组图片由记者 许文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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