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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记者 房舒 图/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绵绵细雨
挡不住热情，一段段悠扬的旋律，吸引小区居民驻足。昨日下
午，由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党委和康泰小区党支部共同组织举
办的“内厝社区平安三率及垃圾分类宣讲进小区”活动在康泰
小区小广场举办。

该活动由鹭岛浪花艺术团担纲表演，《我和我的祖国》《军
港之夜》等经典曲目，引来观演居民的阵阵掌声。

“平安三率是群众安全感率、扫黑除恶工作满意率、执法工
作满意率，”演出开始前，内厝社区相关负责人向居民讲解什么
是平安三率。“在场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一分子，请居民朋友们积
极参与平安三率创建活动，创建平安社区；做好垃圾分类，共建
美丽社区。”

活动还穿插关于平安三率、垃圾分类的有奖问答和互动小
游戏，并发放宣传品。居民组长何秀梅说，这样的活动生动有
趣、丰富多彩，将宣讲内容融于演出与互动，增强了居民的主人
翁意识，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垃圾分类投放点，守住的是居民身
边的文明底线，打造的是城市美丽的风
景线。今年以来，全市各区各街道积极
提升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争创厦门市

“最美垃圾分类投放点”。近日，垃圾分
类考评员和专家分组出发，对进入总评
验收环节的64个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
实地测评。

在思明区嘉莲街道英皇湖畔花园
小区，围绕分类氛围、设施配备、周边环
境、督导实效等项目，考评员依次对标
进行检查：现场设有醒目的《厦门经济
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摘要；花
坛中立着“垃圾分分类 家园更美丽”标
语牌；投放点设置在居民楼下，干净整
洁；外观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并配备遮
阳遮雨棚、照明设备、洗手池、视频监控
等设施；小区开展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设有非督导时段巡查机制，日常工作记
录台账比较细致。

通过开桶检查分类情况，以及抽查
提问督导员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考评员
还进一步考察了小区居民对投放点创
建的知晓率、提升环境效果的满意率
等。

因地制宜设置不同类型的分类投
放点，努力为辖区居民创建便利、舒适、
美观的投放环境，将原本具有邻避效应
的设施打造成随处可见、群众点赞的

“风景点”——在创新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的过程中，厦门以强化基层治理为抓
手，不断优化垃圾投放点建设，涌现出
一批美观且实用的投放点。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既调动物业
参与投放点优化提升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又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扩大垃圾分
类的影响力。如今，许多投放点与小区
环境融为一体，不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更让垃圾分类成为市民身边的

“时尚”。

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要牵住安全生
产责任的“牛鼻子”。翔安区全力补齐消防
短板，破解发展难点，夯实安全根基。

补齐短板，提升薄弱区域基础工程。投
入1690万元，筹建4个新街道专职消防队，
提升完善原有5个，以及新店街道新兴街、马
巷街道马巷老街两个微型消防站建设，打通
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投入189万元，完
善提升镇（街）消防工作网格员配备建设，在
弱势群体居住、活动场所安装114个智能监
控系统、6783个简易喷水灭火系统、2099个
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全区新建电动自行
车停放场所448余处、充电桩2105余个；深
入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推进重点行业
达标创建，累计召开现场会8场，培育标杆示
范单位8家，110余家单位通过达标验收。

破解难点，解决城中村消防发展问题。
马巷街道桐梓社区，建设2处出租屋保命墙
试点，安装逃生窗12个，增配35个逃生面罩
及15个独立式感烟探测器，累计完成指导
23户房东出租屋防盗窗开设逃生窗，3栋出
租房保命墙建设工作。民安街道同美社区，
出租屋防盗窗开设逃生窗为试点，为出租屋
消防安全治理模板提供了借鉴；选取前庵社
区为试点，推进逃生通道整治，指导358户
房东拆除、更改影响逃生的防盗窗，开启逃
生通道1236个。

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工程。“小区内的消
防通道经常被私家车占用，在专项整治中，
我们对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进行了整
改。”翔安区东城合院小区物业经理吴钟勇
说。标注划线，确保消防通道符合标准，保

障小区居民“生命的宽度”。区消防救援大
队表示，目前全区重点单位、高层住宅小区、
无物业小区均已按标准划线，实现“生命通
道”标识化管理。疏堵结合，去年全区新建
1110个路外公共停车泊位，新增了5个路段
的停车措施，并加大了对占堵消防通道违法
行为的查处，警告3200人次，罚款8.97万
元，引导群众养成文明停车习惯。管控风
险、消除隐患、惩戒违法行为，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事故隐患的根源，提升消防安全意识，
构筑起全区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平安三率共知晓
垃圾分类齐参与
鼓浪屿内厝社区宣讲进小区

守好安全生命线 共筑平安防火墙
翔安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完成，五项“攻坚治理”落实到位

文/本报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郑茜 叶晓菲

图/翔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提供
以出租屋防盗窗开设逃生窗作

为试点，为建设出租屋消防安全治理
模板提供借鉴，破解城中村消防发展
难点；所有重点单位、高层住宅小区、
无物业小区均按标准划线，实现“生
命通道”标识化管理；综合治理“三类
场所”；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管
理达标创建率达100%。

记者日前从翔安区消防救援大
队获悉，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完成，五项“攻坚治理”落实
到位，消防监督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全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去年，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下
发《关于全国消防救援队伍部分单位
和个人记功嘉奖的命令》，给予厦门
市翔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记集体三等
功。

垃圾分类投放点开启美颜模式
生活垃圾分类样板片区创建工作开始总评验收，“最美垃圾分类投放点”进入实地测评阶段

本报记者 柯笛 通讯员 林时蔚
最近，厦门垃圾分类的两件大事

正在进行时。2022年生活垃圾分类
样板片区创建工作开始总评验收，

“最美垃圾分类投放点”也进入实地
测评阶段。近日，本报记者与厦门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垃分办）考评员组成考
评小组，共同走访多个参评片区投放
点。

去年我市成功创建了一批生活
垃圾分类样板片区，今年市垃分办又
将目光投向岛外各区，继续推动样板
片区落实创建，并在全市寻找“最美
垃圾分类投放点”。

以人民为中心, 为居民创造良好
的垃圾投放环境，打造一批投放点位
建设亮点及参考样板，是厦门推动垃
圾分类向“3.0版本”发展的重要抓手。

“暖宝宝属于哪类垃圾？”“红枣
核扔进哪类垃圾桶？”近日，在翔安区
马巷街道沈井社区，考评员走访了社
区居委会及芸头村、沈井里两个自然
村，结合实地考察与现场询问，对垃
圾分类的工作机制、分类设施、分类
成效、宣传教育等进行检查，并根据
《2022年厦门市垃圾分类样板片区
创建标准》进行评分。

走进翔安区民安街道，考评员
对何厝社区居委会、双溪湖小区、闽
粤小吃店及何厝小学周边进行样板
片区创建考评。检查发现，宣传引
导及公示信息齐全，硬件配备及管
理规范。不过，在垃圾分类知识随
机抽查中，4名被询问人员答错一
题，此外还有个别分类桶存在混投
现象。

在过去的一年中，厦门市生活
垃圾分类样板片区不断强化群众

分类意识、完善分类机制，在示范
典型的带动效应下，垃圾分类日渐
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为共同缔造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夯实基础。

为加快高素质高颜值厦门建
设，推动城乡一体化，今年，以社区或
自然村为单位，岛外各街镇开展样板
片区创建，促使群众将垃圾分类观念
铭记于心、落实于行。当前，有39个
参评片区正在总评验收。

通过继续创建生活垃圾分类
样板片区，提炼典型经验，不断打
造垃圾分类“厦门样板”，改善垃圾
分类投放环境。以样板片区创建
为抓手，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增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进一
步提升垃圾分类工作质效，也成为
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继续保持
全国领先的有力前提。

寻找最美投放点
以点带面改善环境

打造岛外样板片区
示范典型带动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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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事关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要抓住
重点工作任务的关键点。

分门别类，系统开展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伊始，翔安区下达《三年行动攻坚年重点任务清
单》，先后开展电动自行车、租赁场所、“三类场
所”、在建工地、出租屋、高层建筑等各领域的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纵深开展，精准治理。

出租屋：共排查自建出租屋13360栋，增补
灭火器23809个，增配应急照明3554个，增配独
立式感烟探测器2584个、逃生面罩3886个、疏
散标志8951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1603
处、符合标准的逃生窗5686个，楼梯口满足保命
墙设置2523栋，宣传培训46785人次。

电动自行车：共开展29次联合执法，清理
涉及占用通道、出口、车道的车辆6459辆，劝
导各类违法违规行为6622次。

生产经营租住场所：共督促镇（街）排查场
所1799家次，发现火灾风险隐患585处，督促
整改379处。

燃料和燃气领域：完成对全区57家使用
醇化油的餐饮场所的排查指导，发现隐患46
处，完成安装泄漏报警器43家，督促辖区在餐
饮场所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1905个。

商业综合体：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消防安全
管理达标创建率达100%；大型商业综合体专
家团队检查发现问题40个，整改39个，整改率
97.5%；3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综合体闽篮城
市广场验收已达标。

高层建筑：626栋高层建筑、24栋超高层建
筑开展自查、抽查，整改隐患3101处；全面推行
高层建筑“楼长制”，“楼长制”落实率100%。

从各个维度消除事故隐患，提升百姓幸福
感、安全感才有更足的底气。

要推动消防安全工作从一元治理向多
元共治转型，就要加快推动乡镇街道消防监
管力量建设，探索推行执法新模式，延伸基
层消防管理触角。

管理上，强化基层治理。深入推进消防安
全网格化管理，建成镇街工作站9个、社村工
作室119个，覆盖率达100%，网格定位、人员
定岗、全员定责，群防群治责任体系由此确立。

镇（街）消防工作站、社区（村）消防工作
室（消防安全管理员）、镇（街）专职消防队、
社区（村）微型消防站、网格员，自上而下，

“五位一体”，编织起庞大的消防网，覆盖基
层的每一个角落。

机制上，着力体制创新。6月，第一批先
承接消防行政处罚权事项三项权限下放到
镇（街），解决了基层末端消防监管力量不
足、有责无权的难题；9月，这一权限实现了
九个乡镇全覆盖。

以扎实举措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翔安消防守护平安翔安，提升百姓幸
福感、获得感，推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
际化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分类整治 精准治理 纵深开展

基层治理 网格覆盖 创新管理

夯实根基 补齐短板 破解难点

考评员对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分类情况进行检查考评员对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分类情况进行检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柯笛柯笛 摄摄))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居民积极参与居民积极参与。。

翔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

翔安区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开展消防
安全检查。

消防开放日，小朋友体验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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