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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和西南大学签约

引入名校力量
助力师资能力提升
本报讯（记者 佘峥）近日，厦门市教育

局和西南大学签约，西南大学将助力厦门师
资能力提升。

西南大学位于重庆，是六所教育部直属
的师范大学之一。

据介绍，双方将在师资能力提升、区域
课程与教学改革、学校特色发展与质量提
升、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发展战略决策咨
询和人才培养方面展开合作。市教育局举
例说，西南大学将在厦门设立教育博士实践
基地、高端人才访学基地，探索订单式培养
厦门所需的教育高端人才。

与此同时，厦门也将借助西南大学力
量，提升中小学教师学历；聘请西南大学专
家对厦门中小学进行“诊断”，推动学校以特
色发展实现质量提升。

这一教育发展合作云签约，是在市教育
局举办的“名师出岛”阶段推进暨名师工作
室建设总结培训会上举行的。2019年，市
教育局遴选建设首批名师工作室，今年4月
份又启动“名师出岛”，“名师出岛”成为名师
工作室的重点建设内容。

市教育局介绍了“名师出岛”启动以来
取得的成绩：出台“学科融合”教师培养方
案，创新开展市区联动名师培养机制，实施
岛外乡村完小“一校一骨干”项目。目前，同
安区、海沧区、集美区已启动培养市级学科
带头人。

缓解生活费短缺
助力完成学业

“我要感谢‘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
项目，你们的捐赠不仅为我们的成长奉献一
份爱心，更激发我们鼓起生活的勇气，增强
战胜困难的信心，让我们重新扬起理想的风
帆。”写下这封感谢信的是厦门理工学院学
生小黄。

小黄的父亲十几年前过世，她的母亲靠
着做环卫工人，独自拉扯大她们三胞胎姐
妹。去年，小黄三姐妹考上大学，在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学费问题。但大学期间
的生活费，只有母亲微薄的工资和每月的低
保金来维持，三姐妹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
小黄说：“当社区告诉我们可以申请‘爱心厦
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基金，缓解生活费短
缺问题，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

像小黄一样，目前，全市有530名困难学

生在“圆梦助学”生活补助金的照顾下安心
学习。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厦门有浓厚的助
学氛围，绝大多数困难家庭学生的学费有着
落。但对他们来说，每月的生活费也是一笔
较大的经济负担。”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

“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旨在帮助这
部分困难学生缓解高等教育阶段生活费短
缺的问题，让困难学生感受到厦门的“爱
心”，更好地完成学业，成为有用之才。

项目精准覆盖
社会各界支持

据介绍，“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项
目保障的对象包含具有本市户籍（含原本市
户籍赴外地读书的），在册的困难家庭（特
困、低保）中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在读学生，每
月按低保标准50%给予每人502.5元生活补
助金。

钱不多，但多的是一份关心，一份保
障。为确保项目精准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学
生，市民政局每年对申请学生进行审核，动
态管理资助对象，发动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
参与认捐帮扶。

在厦门市教育基金会网站上，公布着今
年受资助学生的名单。150名学生背后，是
各界爱心人士的浓浓爱心和善举。“学生是
国家的未来，支持他们完成学业是我们的责
任。”市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爱心厦
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引起许多爱心企业
家的关注，基金会积极组织企业家和受助学
生面对面交流，希望学生能感受到这份关
爱，并把爱继续传递下去。

“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实施以
来，引导发动了68个爱心社会组织和爱心
人士认领帮扶困难家庭学生，已为困难家
庭学生发放生活补助金8542人次，374.03
万元。

整治重点：以困难群众“漏保”“漏
救”问题为切口，加强低保、特困、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保障。（市民政局牵头）

18日10时许，回访人员见到王老伯
时，他正由护工推着轮椅在养老院院子里
惬意地晒太阳。听闻回访人员的来意，老
人露出了笑容，还不时竖起大拇指，用闽南
话一再表示，“大家对我都很关心，照顾得
很好……”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王老伯今年75岁，是集美区后溪镇
后溪村的肢体三级残疾孤寡老人，原本与
同是残疾人的兄、嫂一起生活。今年2月
中旬，王老伯不慎摔倒，导致身体多处骨
折，被社区工作人员及家人送往医院救
治。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老人生活陷入困
境。“当时手术费用约1万元，他也没有其
他经济来源，只有每月领取的2000多元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所以我们在第一时
间为他办理了临时救助。”得知老人的具

体情况后，后溪镇民政工作人员当即为其
发放了临时救助金6199元。

3月初，王老伯出院回家休养，康复
期内生活无法完全自理，兄、嫂也因自身
残疾，无力照顾术后的弟弟。得知情况
后，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工每天上门帮忙
照护。岂料，康复期间，王老伯又一次不
慎摔伤，社区工作人员考虑到其家庭情
况特殊，经多方沟通协调，并征得家属同
意后，王老伯自费入住了养老机构。

屋漏偏逢连夜雨。7月，王老伯的嫂
子因病过世，王老伯及亲属的积蓄也全花
光了，其哥哥一人无法独自照顾弟弟，更无
力承担入住养老机构的后续费用。后溪镇
工作人员立即向集美区民政局上报了这个
特殊情况。集美区民政局非常重视，针对
王老伯无劳动能力、无法定义务人，金融资
产核对结果符合特困人员条件，且目前确
实无法自理、无人照料，不得不入住养老机
构的特殊情况，第一时间召开社会救助“一

事一议”疑难案例研判会议进行研究，并请
示市民政局是否可以“一事一议”认定王老
伯为特困人员。

秉承“尊重事实，边缘从宽”的原则，
市、区、镇三级一致认为，被征地农民养
老保险和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均属国家惠
民政策，决定按照确保困难群众人身安
全和利益最大化原则就高享受，在该对
象自愿将被征地养老金上交财政情况
下，认定其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如今，王老伯已入住集美区的一家
综合性养老院，不仅日常生活有人精心
照料，晚年生活也有了保障。

点评：枝叶关情，民生在心。对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及时回应，并针对特殊具
体情况通过“一事一议”加以解决，使救济
对象实现了应保尽保。市、区、镇三级民政
部门通过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点题整治”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体现了部门工
作作风的提升。

漳州龙海

成立奖教助学促进会
一天获捐上千万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近日，

漳州市龙海区奖教助学促进会揭牌成立，社
会各界纷纷响应，慷慨解囊。揭牌当天该会
收到来自125家爱心企业、商会及个人捐赠
的款项1120万元，用于组建教育发展基金。

据了解，龙海相关部门发动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企业积极参与到教育发展基金会
中，前期组织了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宣
传走访发动工作。对于此次筹集的善款，将
秉持“择优奖励、侧重奖教、适度奖学、逐步
提高”原则，全部用于开展奖励名师优生、资
助困难学生、聘请专家学者等各种有益的奖
教助学活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近年来，龙海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
持续关注学生健康成长，用心用情开展学生
资助工作，确保学生安心上学。

捐书公益活动
邀您来参加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 通讯员 吴莉莉）
捐赠闲置书籍或通过捐款认筹书籍，市民献
爱心的机会来啦！由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武平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共同发起“爱在思
明 共赴山海”——翻山“阅”海捐书公益活
动，邀您来参加。

龙岩市武平县是思明区的山海协作帮扶
单位。为丰富山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
城市文明和谐进步，武平县委县政府将改扩
建以县图书馆为主的县公共文化服务中心。
为此，山海两地诚挚呼吁热心的市民、爱心机
构、企业、组织，积极加入爱心捐书公益活动，
用书籍架起爱的桥梁，让武平人民手捧书香
的同时，感受到鹭岛的真情与温暖。

本次活动由思明区图书馆和武平县图
书馆联合承办。捐书活动分为两期，第一期
为即日起至2022年12月20日，第二期从
2022年12月21日至2023年2月1日。市
民可以捐书，也可通过捐款方式认筹书籍，
所有捐献书籍将存放于武平县图书馆。需
要注意的是，捐赠的图书、文献必须是符合
我国《出版法》《著作权法》《版权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思想健康、内容完整、无破
损、无缺页、无污损、八成新以上的国内外正
式出版物。固定捐书地点为位于厦禾路
848号之一的思明区图书馆和位于前埔东
路28号的思明区图书馆前埔分馆。邮寄捐
书和捐款购书具体方式请关注“思明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查看。

逸夫小学扩建项目
完成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蔡江沈）
近日，厦门市翔安区逸夫小学扩建项目完成
竣工验收。扩建前，翔安区逸夫小学办学规
模12班，用地面积约16507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约6423平方米；扩建后办学规模增
加为48班，新增1620个学位。

厦门市翔安区逸夫小学始建于1921
年，原名洪溪学校。1996年10月由香港邵
氏兄弟影视有限公司邵逸夫先生捐赠53万
元兴建新教学楼，1997年8月竣工投入使
用，更名为厦门市逸夫小学。后因翔安大道
建设迁建现址。

据悉，该项目位于厦门市翔安区洪溪社
区，洪溪路南侧，熊山路西侧。此次扩建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普通教室、专业教室、合班
教室、食堂、体育馆等，不仅能改善下潭尾北
部片区义务教育资源缺乏的现状，还能进一
步完善区域教育配套，满足片区日益增长的
学位需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为持续打响“爱心厦门”品牌，全力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今年以来，厦门围绕关爱
健康、帮扶济困、爱心关怀三大主题，开展“爱
心义诊”“关爱特殊群体”“圆梦助学”等年度
“十大爱心行动”，办好爱心实事，推动“爱心

厦门”成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特色、亮
点。今日起，本报将开设“聚焦2022年十大
爱心行动”专栏，推出系列报道，聚焦“十大爱
心行动”取得的成效，全面展示“爱心厦门”的
城市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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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拳拳爱心点亮求学之路
“爱心厦门·圆梦助学”项目为困难学子安心学习护航

本报记者 卫琳
寒窗苦读，金榜题名，是莘莘学子多

年的梦想。但在我市仍有部分学生，因
为家境贫寒，在面对大学生活时内心除
了喜悦，还多出许多无助和彷徨。幸好，
寒夜中，有丝丝暖光为他们照亮前进的
路。

慈善助学是“爱心厦门”的优良传
统。每年高考放榜时，爱心涌动厦门，许
许多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困难学子
捐赠助学金，助力他们展翅高飞。

在市爱心办牵头下，市民政局进一
步推出“爱心厦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
依托“爱心厦门”专项基金，向困难学子
发放“圆梦助学”生活补助金，为困难学
子打通求学路上的“最后一米”，让他们
可以心无旁骛追逐梦想。

▲市教育基金会组织受助学生开展座谈会。（资料图/受访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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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重点：整治查纠违法停车执法
不规范问题，促进交警、辅警执法更规
范、文明、合理。（市公安局牵头）

近400个停车位使用率接近100%，
有效缓解周边居民停车难问题；山路拐
弯处不再会车难，隔离桩、禁停标志等设
置齐全，停车秩序得到改善……17日19
时许，回访人员来到厦港新村片区，见到
了规范有序停车的一幕。

厦港新村片区由多个老旧小区组成，
居民近2万人，周边环绕着永福宫巷、不
见天等背街小巷，还分布着多所学校，人
口密集，道路较窄，沿线多弯道、坡道，给
交通管理增加了难度，停车难是该片区交
通管理尤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停车难
问题，去年有关部门在华侨博物院东侧的
政府储备用地上建设了临时停车场，一期
提供200余个停车位，运营一段时间后发
现，停车场的使用率仅在50%左右，居民
停车难问题并未得到缓解。

一方面停车场使用率不高，另一方面
停车难问题突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碧
山交警中队、南华社区实地走访调研，终
于发现了症结：该停车场的出入口较远，
居民停车后还要步行约20分钟才能到

家，大家觉得不方便。针对这一情况，碧
山交警中队积极协调社区，推动寻求问题
的解决办法。最终，经过多方协调，得到
停车场经营方的支持，出资十几万元，砌
台阶修通道，在停车场靠近厦港新村片区
的公共通道处开门，并安装门禁系统，方
便居民停车后出入的同时又确保安全。
今年4月该通道建成后，扩建的停车场二
期也投入使用，近400个停车位使用率接
近100%。现在，居民停车后只需5分钟
左右就能步行到家。

在解决居民停车难问题的同时，交警
部门、社区又对乱停车问题开展有效整
治。厦港新村往半山公寓是一段山路，半
山公寓居民因无停车位，便把车辆停在山
路两侧，几个拐弯处都被违停车辆占据，导
致车辆会车困难，消防车、救护车等特种车
辆更是无法通行，安全隐患突出，周边居民
意见大。思明交警大队多次派人实地踏勘
后，形成了在山路几个拐弯处安装隔离桩、
竖立禁停标志和转角凸面镜的初步方案，
并争取到厦港街道办的资金支持。前不
久，80根隔离桩、2个禁停标志、2面转角凸
面镜安装到位，该路段停车秩序有了很大
程度改善。

“现在真的太不一样了，路面整洁了，
停车位也多了，我们打心眼里为交警部门
点赞。”陈福顺是在厦港新村片区居住近
40年的老居民，他说，以前在家里经常听
到楼下的喇叭声和吵闹声，大都是因为车
的问题引发的，如今井然有序的交通秩
序，让居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思明交警大队表示，将持续做好厦
港新村片区周边停车秩序综合治理，提
升群众满意度。除了加强巡查执法，推
动引进停车收费管理之外，还将积极协
调各个职能部门，推动将半山公寓附近
一块闲置地改建为停车场，满足周边群
众停车需求。

点评：检验“点题整治”实效的一个重
要标准就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最后
一百米”是否打通。此项整治“点”的题虽
是查纠违法停车执法不规范问题，但其中
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长期以来停车难问
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思明交警大队不仅
针对乱停车现象规范执法，还从源头查找
问题症结，开展综合治理，探索背街小巷停
车问题治理举措，推动问题进一步解决，思
明交警大队联合街道、社区交出了一份令
群众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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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1

市纪委
监委对两个
“点题整治”
典型案例组
织开展“回
头看”，实地
检验责任部
门整治成效

回访人员到养老院探访王老伯回访人员到养老院探访王老伯，，关心询问其身关心询问其身
体健康状况体健康状况。。((本组图本组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江毅张江毅 摄摄))

今年是“点题整治”的巩固提升年。市纪委监委突出问题导向，将20个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列为“点题整治”项目清单，督促相关牵头单位细化举措、落实责任，持续深
化专项整治。

群众“点”了题，部门如何“作答”？整治效果好不好，群众满意不满意？近日，市纪
委监委对两个“点题整治”典型案例组织开展“回头看”，实地检验责任部门整治成效。

市党风政风监督员
曾焕生 傅承娟
陈俊卿 潘伟麟
本报记者 薄洁

案
例

2

在厦港新村片区在厦港新村片区，，回访人员实地回访人员实地
查看停车难问题的解决情况查看停车难问题的解决情况。。

发现问题线索 两个渠道可反映互动

我市正在对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
突出问题开展“点题整治”。如果您发现涉
及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可关注

“厦门党风政风监督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
本报“监督在线”互动电话5581719，与市党
风政风监督员、相关媒体进行互动。

扫码关注
“厦门党风政风

监督台”
微信公众号

贴心

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