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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省考最终报名人数公布

厦门岗位
平均87人竞争一岗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2023福建省考报名已经截
止，在结束资格审核后，昨日最终报名人数公布。我省
此次共计划招录4460人，最终审核通过人数218815
人。其中厦门市计划招录375人，最终审核通过人数达
到32486人，平均约87人竞争1个岗位，成为全省竞争
比最高的地方。

报名数据显示，全省报名人数最多的地区为福州
市，总报名人数37420人，其次为泉州市和厦门市，分别
报名33625人、33549人。其中，全省竞争比最高的地
区为厦门市，招考375人，最终审核通过32486人，全市
平均竞争比86.63:1。其次是平潭综合实验区，平均竞
争比达76.61:1。紧追其后的为福州市，招考477人，最
终审核通过36300人，平均竞争比达76.1:1。

我市报名人数最多的地区为思明区，因为招考人数
较多，报名人数也多，共13066人报名。厦门竞争最激
烈的一个岗位，共有890人报考。根据招考信息显示，
该岗位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专业不限，面向全国招聘，
其他均不限。

需要提醒的是，已成功报名的考生别忘记1月30
日至2月1日还需进行确认参加笔试。

厦门工学院
招聘骨干教师

岗位涉及多个学院，应聘者要求博
士或拥有高级职称的硕士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厦门工学院近日发布公告，
向社会公开招聘骨干教师若干名。

此次招聘岗位涉及厦门工学院机械科学与电气工
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科学与土木
工程学院、数据科学与智能工程学院、商学院、艺术与传
媒学院、外国语学院、博雅教育学院等。要求应聘者为
博士，或为拥有高级职称的硕士。

应聘成功后，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士可获得税前综合
年薪35万元起、科研启动费15万元至50万元；具有副
教授职称的博士、具有教授职称的硕士可获得税前综合
年薪25万元起、科研启动费10万元至30万元；博士可
获得税前综合年薪18万元起、科研启动费5万元至20
万元。厦门工学院还将提供设施配备齐全的人才公
寓。符合省市有关人才政策的教师，学校将积极协助申
报相关待遇。

应聘者可将材料发送至厦门工学院邮箱：
xmgxyjs@sina.com，或 拨 打 招 聘 热 线 ：0592-
6667522，了解详情。

本报讯（记者 沈彦彦 通讯员 刘倩）在
您周边年轻人是否关注结婚和生育情况的
变化？您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如
何？您认为哪些举措可以提高厦门人口的
出生率？昨日，厦门市统计局发布人口调查
快速问卷，邀请您参与，为厦门人口研究统
计来投票。

人口问题是未来最重要、最长远的问题
之一，人口政策是政府谋稳定、谋发展的重
大课题，与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
关。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我
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略有
下降，城镇人口保持增长，城镇化质量稳步
提高。厦门是人口净流入城市，对周边省、

市人口虹吸效应较为明显。2021年厦门市
常住人口比2020年增加10.0万人。

记者了解到，近日，厦门市统计局不断
强化普查成果运用，做好人口普查资料开发
工作。市、区两级人口普查办公室通过和高
校、科研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合作，形成了《厦
门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汇编》，选编
人口普查研究课题共16篇，揭示了人口结
构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体现人口与经济、
社会、文化、教育、民生的关联及影响，为厦
门“十四五”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等提供了理
论参考。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人口研究统计及
分析，厦门市统计局发布人口调查快速

问卷，邀请市民投票。记者看到，快速调
查共包括人口增长情况、结婚和生育意
愿、婚育观念、提高厦门人口出生率的举
措等。在1月31日前，市民关注“厦门统
计”微信公众号或扫描本报上的二维码
即可参与投票，为
我市人口研究统计
献力。

此外，记者也从
厦门市统计局了解
到，2022年厦门人口
变动抽样调查情况
已经完成，即将于近
期发布。

人口调查快速问卷邀您参与
由市统计局发布，市民可在1月31日前扫描二维码进行投票

守正创新 忠诚履行党媒使命
厦门日报社开展2022年度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社会效益评估工作

本报讯（记者 卫琳 通讯员 唐俐）
近日，厦门日报社开展2022年度新闻
宣传与舆论引导社会效益评估工作。
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阅评员、社会监
督员和社会代表充分肯定厦门日报社
这一年来坚持守正创新、做好融合传
播，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主题宣传报
道方面，营造了团结鼓劲、昂扬向上的
浓厚氛围，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阅评员、社会监督员和社会代表
在了解厦门日报社旗下《厦门日报》
《厦门晚报》《海西晨报》及厦门网过去
一年的工作情况后，对厦门日报社如
何加强舆论引导，推进媒体融合等提
出了宝贵意见。

围绕中心
正能量与大流量同频共振

2022年以来，厦门日报社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
王、创新为要，紧紧围绕做好党的二十
大宣传报道工作这条主线，统筹做好
各项重大主题报道，不断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巩固壮大奋进

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履行好媒体
的社会责任，为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
大精神力量。

作为地方党媒，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是厦门日报社始终不变的职责使
命。一年来，围绕迎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主题主线，厦门日报社精
心策划“喜迎二十大”全媒体系列报道
和“二十大时光/蹲点记者发自基层一
线的报道”专栏等，以生动的笔触、鲜
活的镜头报道全市上下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火热景象。聚焦争创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的部署，《厦门日报》
推出“同创典范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特别报
道”等专栏，《厦门晚报》推出“不文明
曝光台”和“文明创建我要说”专栏，形
成强大舆论，汇聚创建合力。为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助力，
厦门日报社各媒体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和正面宣传的方针，立足不同节点推
出“齐心协力 抗疫有我”专栏和《虎力
全开向前冲》影像特刊等相关报道，有
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这些工作成绩得到各位阅评员、
社会监督员和社会代表的肯定。厦门

市记协秘书长王艺衍表示：“过去一年
里，厦门日报社及时传递党和政府声
音，积极做好重大主题报道，工作可圈
可点，希望报社能进一步做大做强民
生新闻和社会新闻，加强新闻评论工
作，增强主流媒体影响力。”

厦门市司法局立法处一级主任科
员廖欣认为：“2022年，厦门日报社在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文明创建、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问题等方面加强宣传报道，内容
丰富、有点有面，有力配合了市委市政
府工作的开展”。

改版提升
纸端与屏端融合并进

一年来，厦门日报社坚持“守正创
新”，深耕“传媒精品”。2022年5月，
《厦门日报》新一轮版面内容优化提升
启动，改版锚定“靓、深、融”目标，初步
实现了“可持续”改版初衷；《厦门晚
报》在3月1日出版10000期当天正式
启动新一轮版面优化提升工作，打好

“新闻+专副刊”组合拳，做到专题化、
图形化、立体化。

这些新变化带给读者新的阅读体

验。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知报》总编
辑李珊表示：“2022年来，厦门日报社
各张报纸的版面生动鲜活美观，让人
想看、想保留。”湖里区融媒体中心原
副主任罗剑说：“《厦门日报》已成为湖
里区宣传系统工作人员和理论宣讲员
学习理论、了解社会、关注民生的重要
载体。今后，我们将利用理论沙龙、基
层宣讲等时机，开展读报和评报等活
动，进一步发挥党媒在基层‘服务群
众、引导群众’的作用。”

纸媒生机勃勃，新媒体新意盎
然。这一年，厦门日报社还积极推动

“潮前智媒”App升级迭代，积极探索
新媒体表达方式，综合运用长图、动
图、动漫、短视频、H5、Vlog、Svg等形
式，有力有效开展宣传报道，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满足了不同受
众需求。

2022年，厦门日报微信斩获10
万+推文325篇，百万+推文13篇；微
博阅读量百万+话题84个、千万+话
题12个、2个话题过亿。微信《感恩奋
进这一年——勇立潮头的厦门》不仅
获评全国城市党报优秀精品案例，还
入选中国记协党的二十大报道融创精
品案例库。

❶如何投票？
市民关注“厦门统计”

微信公众号或扫描本报上
的二维码即可参与投票

❷何时截止？
1月31日前
❸内容有哪些？
包括人口增长情况、

结婚和生育意愿、婚育观
念、提高厦门人口出生率
的举措等扫码参加厦门人

口调查快速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