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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
确保安全生产

企业应该怎么做？
●应设置“场所码”，对重点

人群要严格落实核酸检测要求，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聚餐；

●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对危险化学品、粉尘涉
爆、用水用电、特种设备等严格
落实安全防控措施，严防安全事
故发生。

提醒
本报记者 刘艳 通讯员 陈雅芳
为进一步压实火炬高新区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火炬高
新区纪工委严格落实省市有关指示
精神，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
完善发展作用，推动火炬高新区疫
情防控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持续营造国庆期间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深入园区一线跟进监督

9月27日，火炬高新区纪工委
会同高新区应急协调处组成督查
组，下沉高新区火炬新科广场和火
炬荟智空间，检查园区管理单位及
企业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和安
全生产情况。

督查组采取“听、查、谈、看”等
方式，深入园区楼宇办公场所、餐
饮场所、实验室场所等重点场所，

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安全
生产工作安排部署、安全风险防控
落实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检查
中，对现场发现的企业未设置“场
所码”进行提醒，并要求园区管理
单位和企业要拧紧“安全阀”，守好

“责任田”，对重点人群要严格落实
核酸检测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和聚餐；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对危险化
学品、粉尘涉爆、用水用电、特种设
备等严格落实安全防控措施，严防
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安全祥和过
节。

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火炬高新区纪工委认真贯彻落
实市纪委有关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监督工作的文件精神，督促火炬
高新区坚决扛起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政治责任。按照全国、省市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要求，火
炬高新区及时制定工作方案，9月
底至10月底期间，火炬高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领导干部将分别带队对
分管领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压
实各园区管理单位的监管责任和
各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各项防范
风险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维护高新区各园区的安全
稳定。

安全无小事，监督不缺位。火
炬高新区纪工委深刻认识抓好当前
安全稳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
紧迫性，下一步将继续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紧盯安全生产和常
态化疫情防控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执
纪，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山野美景惹人流连
特色旅游促进发展

昨日一早，学习体验活动参观者们来到大帽山
境·寨仔尾里，修旧如旧的闽南古厝坐落其间，原始的
自然风光和古朴的民风民俗让大家流连忘返。在这
里，参观者们不仅领略了秀丽的自然风光，还动手体
验了磨豆浆等特色活动。

漫步村道，随处转角都有鲜花绿草扮靓道路，参
观者们举着手机，忙不迭地拍下眼前整洁秀美的景
致。“空气很好，还时不时伴随着浓郁的花香，凉爽又
清新。”参观者傅淑彩赞道。

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大帽山境成功打造出一条
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厦门市特房大帽山境
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华士介绍，该项目的建设
盘活了村庄里的古厝等资源，为市民周边游提供了好
去处，也为周边村庄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更吸引了
一大批农村青年返乡，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生力量。
据透露，目前大帽山境·寨仔尾里三期已经启动规划
设计，未来将增加四十余个房间，进一步提升接待能
力。

“早就通过新闻看到翔安大帽山已经开发得很漂
亮，一直想来。”退休人员吴淑礼说，如今借学习体验
活动的机会，亲眼见到大山里的乡村如何富起来、美
起来，道路通畅、交通便捷，车子都能直接开到门口，
走在村道上，还有不少人热情招呼去泡茶，感觉生活
太幸福了。

实地感受发展成就
由衷赞叹乡村新貌

昨日下午，参观者们随车在公路上蜿蜒盘旋，登
上海拔近千米高山，来到军营村和白交祠村。沿着九
龙溪步道前行，参观者们走过高泉国旧居，走进高山
党校初心使命馆，通过现场教学讲解、图文、视频资料
等，深入了解两个村庄脱贫致富的历程，共同见证在

“山上戴帽、山下开发”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
发展理念指引下，军营村和白交祠村逐步走上脱贫致
富之路，村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听闻从前村里没路没电，军营村通往同安县城只
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进城一趟需要走超过10小
时，再回想起如今沿路上山时看到的平整车道、多条
公交线路经停的公交车站……来自厦门市公交集团
快速公交运营有限公司的谢象晶感触颇深。“作为交
通从业者，感受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震撼。”
他感叹，如今的高山村，几十分钟就可以开车进城，不
仅将原本崎岖的山路越走越宽，更走出一条具有自身
特色的产业脱贫路、生态脱贫路，成了农村基层治理
和乡村振兴的样板，村民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一路上，厦门市经济特区纪念馆讲解员林莉拍下
许多乡村美丽风景，参观走访的场景、图文展览的“干
货”，也被她拍照作为学习资料保存下来，一天下来，
手机里已经多了两三百张照片。“果然是百闻不如一
见，实践学习、亲身体验带来更加真实的感受，让人现
场体会到老建筑与新产业的融合碰撞。”林莉赞叹，这
里生态好，人文气息浓厚，让人心中很有感触，“这样
的学习体验活动真好！希望可以多多参与，下次还想
再来。”

▲参观者在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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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 保安全 护稳定
火炬高新区纪工委加强国庆前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督查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 柯笛
昨日，“喜迎党的二十大 看跨岛发展新貌”学习

体验活动迎来最后一站收官之旅,吸引了退休民警、
残联退休干部、国企干部、民营企业家代表、闽南文化
传承人、医护人员、公共交通从业人员、道德模范、志
愿者、特区纪念馆工作人员、退伍军人等40余人参
与。

来自社会各界的参观者们走进岛外山村，前往翔
安大帽山境、同安军营村、白交祠村等地，感受乡村振
兴发展之路。在群山环抱、美景如画中，参观者们深
入体验，探寻把崎岖山路走成一条条发展之路，体验

“老少边穷”山区村如何发展为“百姓富、生态美”的现
代化农村。

敢为人先勇追梦
生态宜居民安乐

活动第一站，采访体验团
走进澳头社区——这里曾是闽
南著名的古渡口，随着美丽乡
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原生态生活方式以及人文
气息浓厚的乡村文化旅游悄然
兴起。

采访体验团参观了超旷美
术馆、北欧当代艺术中心，感受
艺术与思想的碰撞；他们还游
览了怀远湖、澳头村史馆，走过
双清桥，聆听岁月的回响；此外
还品尝了地道的澳头海鲜，海
蛎炸、清蒸鲈鱼、香辣蟹、椒盐
虾等海鲜美食应有尽有……

“我们澳头，现在既有美食又有
美术，还有海洋高新产业园
区。”行走在美丽的怀远湖畔，
讲解员介绍澳头社区的蜕变

史，体验团成员对飘荡着油墨
清香的澳头社区赞叹不已。

作为最海味的艺术社区，
澳头社区三步一景，民风淳朴，
文化气息浓厚，可谓是文旅融
合、生态宜居。近年来，澳头社
区以“科技+艺术”为主题，深挖

“三海一侨”文化内涵，着力“三
美推进”，抓住美丽乡村、特色
小镇及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
设的历史机遇，奏响融合发展
三部曲。

台胞青年蔡亚澄说，从一
个小渔村发展到现在生活闲适
的社区，发展很快、幸福指数很
高，“非常棒！”他对社区的文化
气息感受深刻，“十年来这里变
化巨大，这些文化气息赋予了
翔安和澳头新的气质和变化。”

腾达科艺楼、在建礼堂、弦歌
楼、校内食堂、交流中心、运动场、
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双十
中学翔安高中校区今年9月正式
开办，是翔安区主动对接“名校跨
岛”战略的重要项目。

据介绍，双十中学翔安高中
校区于2019年9月30日动工，总
投资4.1亿元，占地162亩，高中部
办学规模60个班，即每个年级20
个班规模。“目前，学校已经招收
24个教学班，高一16个班、高二8
个班，总共有1300多名学生以及
一支117人的教职工队伍。”双十
中学办公室副主任朱文墨边介绍
边带着采访体验团成员逛校园。

近年来，翔安区通过持续建
“名校”引“名师”，成立福建省首个
区属普惠性教育集团，推动双十中
学、厦门实验小学、科技中学等一
批市属名校落地办学，新增各类学
位7万余个。未来，翔安区教育局
还将积极牵手省、市优质学校开展
合作办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高位
嫁接，走上教育发展快车道。

快递从业青年林幼泉说，翔安
教育资源和设施配套越来越完善，

“和以前相比天差地别，有了质的
飞跃。”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学生王
尚说，翔安的教育系统日趋完备，

“能够在这里求学，在人文和科学
方面都能得到很好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翔安区马塘村
发生了种种巨变，这也是厦门经济
特区建设发展的一个缩影。活动
第三站，采访体验团成员来到马塘
精神主题馆，了解马塘村脱贫致富
的故事。

1985年6月，马塘村陈清水、
陈清渊、陈树林等6位青年筹资几
万元创建了当时厦门市同安县第
一家村级企业——同安县新圩兴
华罐头厂；1993年3月，马塘村从
新圩村析置，隶属新圩镇，马塘村
升格为行政村，成为当时唯一没有
下设自然村的行政村；2005年，马
塘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
村镇”荣誉称号；此后，马塘村连续
六届将这一称号揽入怀中；2010

年，马塘村成为福建省首个“百亿
元村”；2018年，马塘村入选“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随着讲解员的
介绍，采访体验团成员浏览了改革
开放以来马塘发展的12条“马塘
印记”。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
有自己的梦想，在穷乡僻壤的小山
村——马塘，当年一群有志青年，
他们追梦、筑梦、圆梦；他们穷则思
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改变了命
运，看到这些我感到无比激动。”采
访体验团成员文红梅感慨道，马塘
人当年逐浪筑梦、敢为人先的胆识
值得现代更多年轻人学习，也需要
新时代的奋斗者将马塘精神传承
下去。

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叶晓菲
图/洪晨
昨日，“喜迎二十大 带您逛

翔安”2022采访线活动再出发。
这一次，由厦大翔安校区

学生、创业青年、民营企业代
表、台青、快递外卖从业青年及
厦门日报社等媒体记者40余人
组成的采访体验团，走进了澳
头社区、双十中学翔安高中校
区、新圩镇马塘村，探访和谐安
康的幸福翔安。此次活动由翔

安区委宣传部、厦门日报社主
办，翔安团区委协办，海西晨报
社、翔安区融媒体中心承办。

在澳头社区，体验团聆听
天风海涛，感受艺术与思想的
碰撞；在双十中学翔安高中校
区，体验团感受到厦门东部教
育新高地的崛起；在新圩镇马
塘村，体验团惊叹于这个村庄
中正在发生的种种创新之举
……一个个民生亮点，一项项
暖心成就，映衬出翔安区老百
姓幸福安康的新生活。

采访团成员在马塘村内边走访采访团成员在马塘村内边走访，，边了解村庄的发展历史边了解村庄的发展历史。。

渔村蜕变 澳头社区文化气息浓厚

名校落地 双十中学翔安高中校区开办

精神传承 马塘精神主题馆展现奋斗故事

采访团成员在怀远湖上的双清桥合影采访团成员在怀远湖上的双清桥合影。。

▲采访团成员实地参观双十中学翔安高中校区。

“喜迎二十大 带您逛翔安”2022采访线活动走进澳头社区、
双十中学翔安高中校区、新圩镇马塘村

▲在军营村在军营村，，学习体验活动参观者合影留念学习体验活动参观者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