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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
提升服务+强化招商

打造新经济发展更强引擎
在街道辖区，有着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与

火炬高新（翔安）产业区两个重要的企业载体
——除了三安光电、ABB、天马微电子、电气
硝子、联芯电子、友达光电等多家重点企业在
辖区内运转，本地企业如意集团、洪氏企业、
巷南酿酒厂也为辖区经济提供着重要动能；
此外，大数据应用、数字健康和生物医药等新
经济也正在园区内逐步崛起。很多人都将民
安街道视作翔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

2022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宏观形势和多
重超预期因素影响，辖区内多家企业运营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困难。为确保“引
擎”保持强劲的输出功率，街道工作人员上门
服务，主动靠前为企业排忧解难——今年以
来，累计走访了近200家企业，实地了解企业
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整体经营状况，有针对性
地开展服务企业工作；61个建安企业项目，街
道工作人员通过积极走访沟通，确保企业及
时报验登记。

在提升服务的同时，民安街道还注重强
化招商、引入活水，今年累计已完成合同项目
7个，总投资6.9亿元，其中就包括了厦门银
恒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大鸿翰金属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两家重要企业的落地，为街道乃至

全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盘活用地+策划项目
城区发展后劲更强

同美社区和亭洋社区的小型“摊规点”近
期投用运行，打造多个“网红打卡点”。这是
民安街道“盘活用地”的生动案例。街道紧密
结合“城中村”外来人口群体消费需求和人口
集聚分布，在前期拆违和临时搭盖的基础上，
注重盘活闲置和低效用地，引入民间资本，规
划建设摊规点，疏堵结合，点燃夜间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摊规点建设过程中，街道
纪工委介入监督检查，确保施工质量；在后续
日常管理中，还通过联合执法确保有序经营，
双管齐下，有效破解违法占道经营问题的同
时兼顾民生需求。

“充分发挥农村资产资源效益”是翔安区
在发展过程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盘活资源
设置“摊规点”，正是民安街道一次生动的创
新实践。民安街道独创的《街道项目储备库》
内，目前还有策划储备项目50余个，其中纳
入财政投融资5个——截至目前，街道已推
动何厝充电桩等党建富民强村项目，同时，用
活集体预留发展用地也已提上议事日程，未
来将以引进大型企业与社区合作开发的形
式，开发房地产、商铺、配套项目(幼儿园、物
业)等，为发展集聚更强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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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
抓细抓牢抓严

街道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
工委重要议事日程，履行党工委
书记第一责任人和领导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的工作机制；同时成
立街道党工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小组，协调、指导和督促街道各党
组织做好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
作。与此同时，街道还加强意识
形态领域情况月度分析和通报制
度落实执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当
月意识形态领域热点和主要风险
并预判下月风险动向，提出防范
化解的举措建议。

在具体落实上，街道注重抓
细抓牢——街道党工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严格按照《街道党工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内容开
展中心组学习；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同步抓好“强国复兴
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七项
活动，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平台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服
务、乡风文明、志愿服务等七大方
面相关志愿服务活动，还采取线
上线下联动、宣传宣讲并动、课堂
课外互动等方式，共开展活动380
场，参与人次上万。

“大党委”
引领中心工作

今年，为全力推进“城中村”
整治，同美、后莲、何厝、山亭和亭
洋社区相继成立了“联合大党
委”——大党委党建联席会议在
五个社区分别召开了多场，聚焦
村容村貌、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
实现资金共融、项目共建、资源共
享，助力基层治理提升。

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社区
也各有侧重点——亭洋社区联合
党委成员单位主动推介本单位特
色资源并提供服务资源，主动认
领亭洋社区“城中村”内服务项
目；山亭社区联合党委推行成员
单位“轮值”制度，经共商、共议、
共享，探索出个性化任务清单；后
莲社区联合党委则将居民的“需
求清单”与成员单位的“资源清
单”精准对接，形成“项目清单”推
动落地。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邻里间更有温度
莱昂公馆小区党支部在民安

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依托西炉
社区党组织搭建党建平台，让小
区邻里间更有温度，互帮互助，实
现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组建红色调解员队伍，建立
“社区+小区党支部+物业”联合
纠纷调解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将
矛盾化解在小区内，构建小事不
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的矛盾纠
纷调解体系。

组建社区+小区+物业融合
党员义工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文体活动，加强“近邻”文
化培育，将小区居民聚在一起，既
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又拉近了
居民之间的距离。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蔡宝荣
物阜民安，焕然一新——这两

个词，可以准确地概括翔安区民安
街道一年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在2022年，民安街道贯彻落
实党中央各项决策及省委、市委、
区委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提高
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
和“项目攻坚年、提效奋进年、作
风建设年”活动，在辖区发展实践
中创新摸索，擘画蓝图：以建设生
机勃发的创新城区、山清水秀的
生态城区、和谐安康的活力城区
为目标，精准锚定了发展航向。

以蓝图为具体指向，街道全体
党员干部踔厉奋发、迎难而上，聚
焦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治理
等方面，打出一系列“1+1”组合拳，
推动各项工作有序有效落实。

在新的一年，民安街道将进一
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致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40周年贺信重要精神，主
动对标《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
对照特区的新使命新要求，积极主
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找准定位、
发挥优势，全心将“三城区”新蓝图
落地为发展与民生实景。

经济发展
截至 2022 年 11 月，

民安街道累计规上工业
总产值 750 亿人民币，占
全区 45%。2022 年，街道
辖区内区级财政投融资
项目共有16个,累计投资
1.4亿元（其中续建项目3
个，总投资 1895 万元；新
建项目 9 个，总投资 6100
万元；前期项目4个，总投
资 6480 万元），已累计完
成投资 2345 万元。其中
完工项目有 4 个，剩余项
目有序推进中。推动乡
村振兴项目 5 个，截至目
前均已竣工完成。

疫苗接种
截至目前，街道辖区

范围内，新冠疫苗第一针
接种 61964 人；第二针接
种 58180 人；第三针接种
28654人。

要素保障
街道 2022 年度累计

完成土地征收签约571.71
亩；房屋签约 4401 平方
米，房屋拆除 3360 平方
米，非住宅签约 1418.12
平方米。

安全生产
2022年，街道党政领

导带队对各重点领域开
展安全督导检查，共出动
176 人次检查企业、重点
场所92家次，发现隐患21
处，均已整改完成，并对
被检查单位进行安全警
示教育。

街道同交警部门加
强联动，全年开展近百次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召开
16 次现场会议推动问题
解决，并通过开展活动、
悬挂横幅、LED屏、短信、
广播，进企业、进校园、进
社区进行交通安全宣导，
防治结合提高辖区道路
交通安全系数。

民生改善
民安街道赵厝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站入选全
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建设“五有”先进单位
名单。

综治成效
2022年，民安街道抓

紧抓实主动创稳平安民
安各项工作，打造新时代

“枫桥经验”，相关化解经
验刊登在《福建信访》；街
道的社区戒毒康复管理
工作站工作在全省禁毒
检查中得到充分肯定，多
个兄弟区组织禁毒社工
到工作站参观学习。

低碳试点+靶向施治
深度治理让城区更美

位于街道南侧的下潭尾湿地公园内，有
一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碳中和林”。

“碳中和”这几个字不只是刻在石头上，更刻
入了民安街道的日常运作之中——通过推进

“双碳”行动，倡导企业节能减碳，为翔安区在
2022年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提供了重要助力。

街道主动介入并推进辖区内低碳工业园
区建设，鼓励并引导企业尝试屋顶光伏系统
安装，依托绿色工厂建设和多种能源管理、环
境管理评定，进一步提升工业园区绿色化水
平，做到减污降碳同步进行——这一成果也
在低碳试点创建验收会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
肯定。

水也是街道生态建设中的重要方面，精准
的靶向治理解决，才能为山清水秀的生态城区
打下良好基础。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街道
今年的提升工程覆盖12个社区共43个自然村，
总体完成率100%，正本清源项目竣工验收
100%，做到应接尽接、雨污分流，应截尽截、应
处尽处。此外，针对辖区内的水污染防治，街道
一方面巩固辖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通过持续
开展巡查避免黑臭水体反弹，另一方面接续推
进水污染防治工程落地，新建项目运转配合增
设生态补水点，实现长效治理，辖区内原有已登
记的受污染小微水体，经区河长办现场走访查

验核销，取得了明显成效。

专项优化+目标整治
村容村貌华丽转身

12月28日晚，内垵社区内垵中路13盏
太阳能路灯安装完成，正式亮灯，为居民们照
亮回家路。这一举措，正是包村领导结合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推动，施工单位和社区
干部主动梳理摸排、实地勘察后确定方案，最
终完成这次改造提升。

事实上，这只是民安街道各个社区村容
村貌整治提升的一个缩影，如果仔细分析各
个社区的变化，可从中看出街道“先清、后整、
再补”的清晰整治思路。

“清”是指开展“三自理、三清理、三拆除、
三整治”专项行动，由街道组织、社区实施，发
动党员群众广泛参与，房前屋后、卫生死角等
被清理干净；“整”是指秩序整治，通过交通引
导、专项检查等，消除辖区内的交通和生产安
全隐患；“补”则是指推进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提升社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路牌，加设停
车场和垃圾分类点等。

截至目前，包括后莲、同美、亭洋等社区
在内，民安街道已累计推进四批次共8个试
点村居专项整治工作，共清理腾出空地41.5
亩，新规划停车位1030个，人居环境得到整
体提升。在整治工程通过验收的社区中，已
逐步建立起“美丽家园积分”机制，确保长效
管理不掉线。

生机勃发的创新城区

党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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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清水秀的生态城区

和谐安康的
活力城区

产城共融+核心新区
打造产城人融合发展标杆

山亭社区村道两边的乱建铁皮屋已
经被拆光，道路拓宽后，两侧的居民楼前
竖起了骑楼。今年7月完成改造提升后，
原本宽5米多的村道变成宽约12米的双
向马路，骑楼下成为一条人来人往的步行
街——步行街的建设，正是民安街道对

“产城共融”给出的最好答案。
在民安街道辖区范围内，工业园区、

大企业与居民区交错坐落。如何满足本
地户籍人口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类生活
需求？仅仅依靠不成规模的便利店显然
还不够。民安街道通过前期走访，发现山
亭社区的一条街可以善用，服务种类相对
齐全，只要对配套设施和环境进行提升，
就能够打造一个上佳的商业服务平台。
事实上，这条街也正是未来产生“核心新
区”的一个雏形，以此为平台，将来可以搭
载更多的便民服务功能，从而形成人员聚
集、消费的核心区。

除了以街道为主体强化治理，打造并
推进产城人融合外，民安街道还注重推动
社区自治。据介绍，街道划分为70个网
格进行日常督导及管理，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落实；同时还联动多方合力，为亭
洋、何厝、西炉等三个社区配套“五社联
动”项目，引入社工入驻社区，围绕党建引
领、乡村振兴、社区治理三大重点，开展多
种多样的活动，积极探索实现乡村振兴、
提升社区治理的路径。

创新机制+完善设施
让老有所养民有所依
12月16日，山亭社区“海屋阁”长者

服务中心里煮好了咸粥——降温了，来一
碗热腾腾的粥，暖胃更暖心。

据了解，“海屋阁”自今年10月底开
始运营至今，煮饭和送餐工作由沐风社工
近邻助老团队12名助老员完成，他们为
社区62名高龄长者及困难居民送餐入
户。值得一提的是，“海屋阁”接收到许多
爱心单位、爱心人士的物资、捐款，爱心传
递，将惠及山亭社区更多需要帮助的高龄
长者及困难居民。

助老员的出现，背后正是民安街道着
力打造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街道下辖各个社区深入挖掘存量潜力、充
分整合社区和社会资源，目前已形成“政
府支持、民间组织承办、市场化运作、专业
化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推动社
区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的运作，让老人
们能够不离家、不离亲，在家门口就能养
老。

除了“老有所养”，还要做到“民有所
依”——城乡低保、特困供养、残疾人保
障、临时救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
助等各类社会救助资金按时足额发放；优
化服务保障，落实各项就业政策措施；做
好相关优抚工作，尤其是服务保障到位，
全力推进优抚对象建档立卡和优待证申
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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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街道办事处民安街道办事处。（。（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滨海浪漫线与下潭尾红树林湿地公园相映成趣。（陈孟哲 摄）

数字经济产业园。（通讯员 林木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