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 年，我市发布了《厦门
市防治机动车辆噪声污染规
定》，要求机动车辆在岛内禁止
鸣笛，消防、救护、警车等特种车
辆在执行任务时除外。27年来，
我市陆续在厦禾路、仙岳路、金
尚路、湖滨南路、云顶北路等思
明、湖里两区主要道路和居民生
活区周边道路增设禁止鸣笛标
志，用于提醒市民司机。

根据《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
通安全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规
定：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鸣喇叭
的，处以一百元罚款。

岛内“禁鸣令”
已施行27年
违者罚款100元

链
接

本报讯（记者 柯恺筠 实习生
张文熠 通讯员 齐铭）即日起，厦门
交警将通过科技大数据信息、群众
反映线索开展集中打击岛内机动车
乱鸣喇叭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昨日，记者向交警支队了解专项整
治具体情况。

4月2日15时许，龙某驾驶小
型客车经过东渡路狐尾山山海健康
步道起点路段时，因前车并道，长鸣
喇叭企图牵制前车。“龙某由外地来
厦旅游，当时车上载着妻儿，但开车
速度较快，较为频繁地鸣喇叭。”交
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吴克明，对驾

驶人做厦门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普法
宣传，并对其开具处罚单。

吴克明表示，乱鸣喇叭不仅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刺耳的喇叭声也
容易引发“路怒症”，造成新手司机
惊慌，惊吓路人等，为道路交通带来
安全隐患。当车况堵塞时，驾驶人
往往容易情绪烦躁，若碰到后车乱
鸣喇叭，造成心里添“堵”，会变得更
加烦躁，从而引起“路怒症”发作。

近期，有市民反映，机动车违
法乱鸣喇叭的情况有回潮现象。
交警支队针对该现象布局专项整
治，紧盯乱鸣喇叭违法高发路段、

时段，加派警力，对乱鸣喇叭现象
展开重点整治。同时，岛内各大队
也将在日常工作中，采取定点巡查
与滚动巡逻、流动执法相结合的方
式，并加大“声呐雷达”等捕捉机动
车鸣笛神器对违法鸣笛车辆的自
动监测力度。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乱鸣喇叭
违法纳入日常交通秩序整治的重点
范畴，通过视频巡查与动态整治、区
域专打与统一行动，持续保持高频
整治严管力度。市民如发现乱鸣喇
叭可拨打110或12123举报，警方
将严肃查处。

声呐雷达专治乱按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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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动 新 闻

本报讯（文/图 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林晓静 林志超）监测到火情，系统会“递消
息”给防火门，联动它关闭，防止烟气蔓延
——日前，智慧消防联动防火门（以下简称

“智慧防火门”）在同安区试点“上岗”，提升
“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系数。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同安区大同街道
一家电器店，了解智慧防火门的试点情
况。消防人员介绍，电器店位于早期投用
的商住楼内，建筑一楼为店面，二、三楼分
别是仓库和住宅，三层楼之间仅由一个楼
梯连通。在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监督员及
网格员指导下，店面业主将二楼通往三楼
的楼梯封住，用防火墙和防火门作为隔断；
二楼仓库，还安装了独立感烟探测器和联
动报警模块。

现场，消防人员点燃烟头，将其靠近
感烟探测器。几秒钟后，探测器被触
发，联动报警模块发出警报声。只听
“砰”的一声，二楼通往三楼的防火门
也自动关闭了。

“一旦店面、仓库发生火灾，防

火门就能起到很好的阻隔作用，防止烟
气向上蔓延，确保三楼住户的安全。”同
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陈剑彬介
绍。

场所改造期间，消防部门还派出网格
员上门走访，向商业城业主宣传“三合一”
场所的防火知识。“改造虽然影响建筑采
光，但提高了安全系数。我们必须规范经
营，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店面
业主蔡先生说。

今年2月以来，我市部署开展“三合一”
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对具备改造条件
的“三合一”场所，以倡导“物防技防”改造
的方式，全力防范化解风险。厦门市消防
救援支队在同安试点安装的智慧防火门，
就是改造举措之一。

2月1日至3月23日，我市共推广建设
防火门395个，安装独立感烟探测器299
个，建设逃生窗 621扇，建设硬隔离 157
个。下一步，厦门消防将在“三合一”场所
试点整治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经
验，逐步提升火灾防控基础。

本报讯（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林晓
静）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印发通报，表彰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先进单
位和个人。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获评“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先进单
位”。

据介绍，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通过“完
善体系、建立机制、精准治理”深入开展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具体举措包括：
创新建立“消防工作区长每月签批”“全区
消防安全信息平台每日动态更新”工作机
制；推动全区11个镇街全部成立“一站一
队（消防工作站和专职消防队）”，142个村

居全部成立微型消防站和消防工作室；推
动实行“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模式，对全区
42个城中村、1.9万余栋出租屋、13个老旧
小区开展综合治理等。工作开展以来，已
通过购买服务整治“三合一”场所9174家，
建成智慧消防平台，对全区198家火灾高
风险单位、406栋高层建筑、1.35万弱势群
体住户进行实时信息化监管。

下一步，同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将紧扣
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不断健全
完善火灾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消防安
全风险，全力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水平，
推动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发展。

智慧消防联动防火门试点“上岗”

一有烟就报警
防火门自动关

同安消防获全国表彰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 通讯员
郑晓吟 林水钦）昨日上午，思明区滨
海街道上李社区居委会和厦门城市
职业学院教育民生学院签订结对共
建协议。上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同步设立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教育
民生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基地。
今后，双方将联合启福社工等专业力
量，为社区“一老一小”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对于上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教育民生学院
大学生志愿者并不陌生。今年3月
初，他们已经在启福社工的引导下，一
起参与策划社区长者趣味运动会等，
体验了解如何发挥优势、更接地气地

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
上李社区相关负责人说，大学生

志愿者所学的专业涉及幼教、老年服
务活动策划、营养餐设计等内容，能
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提高社区“一
老一小”服务水平。大学生志愿者代
表也纷纷表示，很乐意发挥志愿服务
精神，把自身所学融入社区建设，为
共建文明家园贡献应有之力。

接下来，大学生志愿者将充分利
用上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一
阵地，以志愿服务队的方式，聚焦社
区“一老一小”两个重要群体，以居民
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为社区老幼办实
事、办好事，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文/本报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邹小霞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一碗咸稀饭，暖心又“粥”到——

昨天，在同安区汀溪镇隘头村幸福院，
一场专门服务60周岁以上老人的共
餐活动成为村里的焦点。据统计，共
有500余名老年人参与用餐，大大提

升老年朋友“舌尖上的幸福感”。
这场由江苏禾康养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禾康”）
举办的“温情隘头 暖心‘粥’到”共餐
活动，是同安区农村幸福院老年人助
餐系列活动之一，用实际行动为老人
们送去关爱，助力营造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黄怀）清明假期来
临，趁着天气晴好，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
感知春天。1月开放的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
海线二期，吸引不少市民假期来到这里看美
景、拍美照，畅享诗意生活。

在林海线7号入口天泉步道广场附近，
一辆辆共享单车被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指定区
域。从入口步行往上，绿树葱茏间，一条步道
蜿蜒向前。步道两侧，姹紫嫣红的三角梅绚
丽绽放，让人流连忘返，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
看，拍照留念。

来到步道的“网红打卡点”之一——盼归
塔。它三面环海，采用中置斜桥塔、环形桥面
的斜拉桥体系，拥有270度的高点观海大视
角，缓步于桥面，仿佛海平面触手可及。市民
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对望金门、俯瞰鹭岛独
特的南部海景，感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美好景致。

沿着步道一路前行，不时看到“同创典范
城市 共享文明成果”的文明提示牌，同时，步
道上的语音广播系统也播放着文明提示，提
醒游客文明游览。记者发现，市民结伴在步
道上散步，但没有人跑步或者骑行，也没人携
带宠物。步道上没有人摆摊设点，也没有人
吸烟、乱扔垃圾，让人处处感受到扑面而来的
文明新风。

“勤洗手、常洗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不共用毛巾和洗漱用品。”“青少年处于身心
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
式，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
一块块醒目的健康指示牌，把健康核心信息
融入健康步道和自然景观中，提倡“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让群众在散步和赏景的过程中收
获健康小知识，将健康元素更加深入地融入
生活中，通过“小步道”走出“大健康”。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小海豚”校园讲解团
为游客讲解嘉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今年清明期间，厦门

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海洋文化与旅游学院的“小海
豚”校园讲解团志愿者到陈嘉庚纪念馆，为参观
的游客们提供义务讲解服务，以实际行动为厦门
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增光添彩。

集美鳌园陈嘉庚纪念馆是国家4A景区，据
统计，每年接待海内外游客近100万人次，尤其
每年清明节前，前来参观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就是陈嘉庚先生
于1920年创办的集美水产学校，学院旅游管理
专业的同学成立了“小海豚”校园讲解团，多次为
校内外师生讲解嘉庚精神。“小海豚”校园讲解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到陈嘉庚纪念馆讲解之前，学
生们已经在老师指导下，多次到陈嘉庚纪念馆进
行演练。

垃圾分类
科普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同学们，你们知道
戴过的口罩是什么垃圾吗？”“扔进垃圾桶的垃
圾，最后都去哪儿了呢？”4月3日，在厦门市深田
小学，思明区开元街道西边社区、坑内社区联合

“爱回收·爱分类”开展“小手拉大手，垃分伴您
走”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除了干货满满的垃圾分
类知识科普课堂以外，主办方还组织学生观看以
海洋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并参观垃圾分类投放
车。活动中还设置了环保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
环节。学生们踊跃回答，气氛热烈。

主办方准备的奖品也别出心裁——废旧塑
料瓶做的丝巾，咖啡渣制作的T恤衫等。“这些奖
品背后有很多垃圾分类小知识。希望学生们能把
垃圾分类知识带回去和家长、身边朋友分享，鼓励
学生们争做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工作人
员说。

文明旅游在行动

上李社区和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教育民生学院结对共建

联合专业力量
关爱“一老一小”

行走山海步道
感受文明新风

同安区农村幸福院老年人助餐
系列活动走进汀溪镇隘头村

咸粥配油条
全村老人欢乐聚餐

江苏禾康养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是南京新百（600682）大健
康产业板块的核心企业，是国内领
先的全业务链养老服务运营商。
该公司通过线上智慧养老信息服
务平台、线下社区养老服务综合
体，形成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互联网+、医养融合“五位一
体”的养老服务新模式。截至目
前，已在全国11个省份、30余个地
市落地运营，为近400万老人提供
养老服务。

这碗“暖心粥”不局限于一个村
落。去年6月以来，助老员和志愿者
们的身影穿梭在各大村庄，累计开展
54次助餐活动，惠及6000余名老人，
其中包含172名行动不便的老人。

去年，江苏禾康通过同安区民政
局公开招投标，承接服务大同街道和
汀溪镇34个村居的居家养老服务站
和农村幸福院。其中，隘头村、路下
村、褒美村、古坑村、西源村、荏畲村、
顶村村、堤内村、前格村、半岭村、汪
前村、造水村、东宅村、康浔村、顶溪
头村、下溪头村、古庄村、田洋村等18
个幸福院为本次助餐系列活动惠及

范围。
今后，江苏禾康将在同安区民政

局指导下，结合助餐服务与特殊群体
老年人的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广
大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据悉，该公司秉承“百善孝为先”的文
化信仰，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心
理慰藉、康复护理等专业化日常照料
服务，运用信息化平台为老人提供不
限于紧急救助、健康管理、生活能力
评估等信息化服务，致力于让老年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
所安。

五花肉、芋头、香菇、豆腐、芹菜
……大盆小盆的配料挤满了桌台，
逐一下锅，与白粥碰撞出咸香鲜美
的风味。数十名助老员和志愿者忙
活了一早上，端出一盆盆热腾腾的
咸稀饭，每桌一盆，供老人们自行取
用。

“真好料！大锅煮的粥特别香。”
今年 70岁的村民张阿姨吃着咸稀
饭，不时配上油条和馒头，吃得心满
意足。她说，平常只有她自己在家带
孙子，像这样与邻里聚餐的机会不
多，因此感到既热闹又开心。

事实上，张阿姨早早就来到活动
现场，自发帮忙打下手。而早在饭菜
出锅前，众多村中老人就已围坐一旁
——倒不是等着吃饭，是为了谈天说
地。“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人需
要的不只是一顿饭，而是陪伴。”江苏
禾康厦门分公司同安区运营经理刘
志青说，共餐活动提供了属于老人的
社交空间，也让社会关爱有了具体载
体。此外，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助
老员和志愿者们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让老人们感受从“舌尖”到“心尖”的
温暖。

精准服务 关爱农村老人生活

广泛覆盖 满足多元养老需求

名片

禾康智慧养老

▲扫码看视频

◀市民假
期来到山
海健康步
道 ，看 美
景 、拍 美
照，畅享诗
意生活。

▲隘头村“温情隘头 暖心‘粥’到”共餐活动举行。图为助老员和志愿者
正在组织老人现场就餐。

▲助老员和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送水饺。

消防人员将火源
靠近探测器，测试
智慧防火门。

▶防火门联动
模块，遇火情
会闪动并发
出警报。

厦门交警即日起通过科技大数据信息
和群众反映线索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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