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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2〕第20号通告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方案（第九版）》规定，经专家组综合研
判，自2022年8月13日起，在我市思明
区、湖里区新增 3 个中风险区，落实相
应管控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中风险区
思明区湖滨中路51号、53号；
思明区嘉禾路25号新景中心C栋

负一楼（迈阿密健身游泳、舒馨坊会所）
湖里区金山街道后坑社区后坑前

社部分区域（91-93 号、95 号、97 号、
151-152号、232号、235-241号）

二、低风险区
思明区、湖里区辖内除中风险区外

的其他区域。
中风险区采取“人不出区、错峰取

物”等管控措施。低风险区采取“个人
防护、避免聚集”等防范措施，低风险区
人员离开厦门市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后续将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及时调整。

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2022年8月13日

本报记者 庄筱婧
“咔嚓”一声，在惠和石文化园热

闹的人群中，一位老先生沉稳地举起
相机，用镜头定格了眼前这场浪漫优
雅、简约清新的集体婚礼。

不久前，赵建军受邀参加湖里区
七夕集体婚礼。退休前，他是厦门市
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也是湖
里区文化馆副馆长。退休后的他，还
继续活跃在文艺圈，持续关注这座城
区的发展。

抚摸着相片，赵建军用“翻天覆
地”来形容湖里的嬗变。今年70岁
的他，作为特区建设者的一分子，想
说的都在照片里。

“爱凑热闹的人”

走进赵建军的书房，这里有着几
千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及大量特区
建设历程中精彩瞬间的影像资料。
他的两台干燥箱里，放着十多台新老

相机和二十来个镜头。
在湖里工作居住的30多年，他

拍摄、收集了上万张湖里不同年代、
不同场景的摄影作品，组织参与了特
区建设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等
大型摄影展览活动，拍摄和收藏了众
多湖里建设的历史图片资料，以镜头
讲述亲历故事，用快门记录永恒瞬
间。

上世纪90年代，赵建军或许是
厦门最早一批拿上瑞典哈苏中画幅
相机的摄影师。按赵建军的话说，他
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湖里哪里有
重大事件或者节庆，哪里就有他背着
相机的身影。

记录“那个时刻”

小心翼翼翻开厚厚的相簿，第一
页就是赵建军引以为傲的作品——
那是1999年 12月 31日，一场跨世
纪大型文艺晚会从晚上八点半持续
到凌晨，背景是海沧大桥。伴随着歌
舞、烟火、欢笑和眼泪，人们迎来了千
禧年的世纪钟声。

跨世纪照片的背后，是赵建军的
用心。“当时用的是胶片相机，需要通
过多重曝光才能将舞台、灯光、烟火
融合到一张相片上。胶片不比数码

相机，效果好不好，冲洗出来才知
道。能把跨世纪的精彩瞬间很好地
定格下来，真是很幸运的事！”

1998年，湖里区进入经济高速
发展期，当时已在区文化馆工作的赵
建军嗅觉敏锐，计划拍摄一张湖里工
业区的全貌图，记录经济特区建设的
变化。

哪个角度最有代表性？赵建军
选择了一张1983年大规模开发建设
中湖里加工区的照片、一张1988年
湖里工业区建设的照片，决定在原来
照片的视角上取景拍摄。

找到同一个取景地并非易事。
赵建军连续多天徒步上山寻找，由于
当时使用胶片相机，制作长片需要多
图拼接，而仙岳山上架设的高压电塔
和电线遮挡了园区，当年也没有数码
修图技术能处理照片，他找了很多角
度，都无法拍摄出符合他心中标准的
照片。

最终，赵建军选择将镜头“越过”
高压电线。赵建军向相关专业人士
说明来意、寻求帮助，在充分做好安
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带着相机爬上
了高压电塔，在最佳的视角完成了

“湖里工业区全景”的拍摄。（下转
A02版）

他用影像讲述厦门故事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在厦就业符合一定条件且取

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含
公务员及参公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将获得每人8万元一
次性奖励，这是记者昨日从厦门市民政局了解到的信息。

目前，厦门有6人符合这一项奖金申领条件。根据
市民政局制定出台的《厦门市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
才和高级社会工作师奖金发放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高级社会工作师奖金申领人提出申领时，应处法
定劳动年龄阶段且申领前五年在厦门市连续就业。《办
法》实施时已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应在办法实施之日起
的一年内提出申领；《办法》实施后符合条件的申领人，
应在具备奖金领取条件之日起的一年内提出申领。

2015年以来，民政部先后选拔、认定了两批次、84
人（每批42人）为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我市有1
人获选。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政策规定，明确符合
相关条件的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的奖金为10万
元、高级社会工作师的奖金为8万元。两项奖励政策来
源于不同阶段的决策部署，如满足条件的，可同时申领。

随着人才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厦门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全市已有8844人取得
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6444
人、社会工作师2394人、高级社会工作师6人，占福建
全省33%；每万人拥有持证社会工作者16.74人，位居全
国前列。

厦门高级社工师
每人可申领8万元奖励

大地
流金厦门

之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
人员流动聚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群众诉求渠道畅
通，8 月 15 日黄文辉市长接访活动采用
网上接访方式进行。现将网上接访工作
通告如下：

一、受理时间：8月15日8：00—18：00
二、受理方式：
1. 网上信访：厦门市人民政府信访

局官方网站——网上信访——我要写信
2. 市长信箱：厦门市人民政府官方

网站——厦门市市长信箱——我要写信
3. 微信公众号：厦门信访——网上

信访——我要写信
群众网上信访事项受理等同于市领

导现场接访，将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
例》有关规定办理。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8月14日

通 告

高科技 老手艺
让文物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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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以后，我市岛外农田连片的
早稻迎来收获的季节，金灿灿的稻穗
随风摆动，稻香扑鼻。得益于农机的
助力，我市今年早稻收割又快又好。

12 日早上，市农业农村局在同
安区汀溪镇褒美村御蔬佳生态农业
合作社举办水稻机收现场演示、机
收减损竞赛暨机烘现场演示活动。
现场，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
梭作业，稻谷顺势“钻”入收割机，田
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我们
的合作社今年种了350亩水稻，收成
还不错。”合作社负责人黄鸿达打开
收割机仓门，一颗颗饱满的谷粒倾
泻而下。随后，刚刚收割下来的谷
粒很快被运到附近的水稻烘干服务
点，第一时间烘干。

机械化作业为水稻收割按下
“快进键”。今年以来，我市举办了
多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现场演示
活动，覆盖水稻插秧、机收、烘干等
生产环节，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

（本报记者 吴晓菁）

投放千万元
支持市政建设
我市实现首笔基础设施
投资基金投放

昨日，神舟十四号乘组迎来了在轨工作
的第70天，据了解，神十四航天员将于近期
开展出舱活动，他们的首次太空行走，令人
期待。 据央视新闻

中伏今日结束
气温居高不下

昨日全市最高温达 37.2℃，未来
三天，夜晨最低温也将略有攀升

神十四航天员
近期将出舱

进行首次太空行走

得益于农机的助力，我市今年早稻收割又快又好。（本组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收割机在稻田里作业。

农民手捧刚收割下来的稻
谷，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未来三年新增
超万个停车位
《厦门市推动停车设施建设
发展实施意见》出台

●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
在京举办
●本报带您探秘文物医生
们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