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土龙眼
开拓大市场
本报深读版今日深度解析
同安凤梨穗“地标”变“金标”
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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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风共舞
“苏拉”送热浪
●明天城区最高温达34℃，后
天起有明显降水
●我市昨日启动防台风四级
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宣部会同教育
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该教材已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概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编教材，是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权威用书，是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概论》的编写出版和
使用，对于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引导青

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成
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概论》由导论、17章主体内容和结语构成，全面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反映了
新时代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反映了学术界共识性
研究成果。《概论》坚持遵循教育规律、突出教学导
向，注重贴近青年学生认知特征和接受习惯，体现
了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一体化育人要求。教材编写
过程中，理论界专家学者和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广
泛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负
责具体组织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材

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通讯员 王剑
波 陈智勇）昨日，生态环境部在以“加快
建设美丽海湾，坚决守护好碧海银滩”为
主题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全国第
二批12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由思明区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申报的厦门东南部海
域荣登榜首。根据问卷调查，群众对厦门
美丽海湾建设的满意度为100%。

我国近岸海域共划分为 283 个海
湾。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
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一直以来，市委市政
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高度重视“美丽海湾”建设工作，不断
改善厦门东南部海域生态环境质量，坚持
陆海统筹，构建“水清滩净”美丽海湾；坚
持系统修复，打造“鱼鸥翔集”生态海湾；
坚持城海相融，营造“人海和谐”幸福海
湾。

厦门东南部海域海湾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逐步提升，
海湾亲海品质和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等方面持续推进。2022年，
厦门东南部海域海水水质优良（一、二类）
点位比例100%，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浓
度分别较2016年下降66.9%和 47.6%。
8 个海滨浴场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
100%，海漂垃圾盖度为0.12‰，无垃圾
带，达到“清洁”水平。厦门岛两个水质净
化厂和鼓浪屿三个水质净化站尾水排放
水质达到城镇一级A。思明区99个入海
排放口全部完成整治，基本实现晴天零排
污。海洋珍稀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恢复，
2021年，文昌鱼年平均栖息密度由2018
年的23尾/平方米提升至63尾/平方米，
提升174%。厦门中华白海豚数量稳定
保持在60-80头。2021年，厦门东南部
海域生态系统生产价值为232.44亿元，
实现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
谐”的美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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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卫琳）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市委文明办坚持在以强化理
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
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方面下功夫，紧
密结合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找准症结、破解难题，
推动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实
现新提升。

市委文明办制定印发《中共厦门
市委文明办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
案》，围绕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目标
要求，确定12个研究方向、5个重点课
题，就文明创建常态长效、老年大学与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入发展、非公
组织文明单位创建、道德模范选树宣
传、新形势下网络文明传播等开展调

查研究，着力破解我市文明创建难点
问题。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累计走访基
层41次、召开座谈会21场、发放问卷
1107份，市委文明办坚持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全面了解情况，深入研究问
题，持续推进调研成果转化，先后制定
出台《厦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
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国文明城
市实地考察项目“四查合一”工作机制
的意见》《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关于持
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老年大学教学点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4份制度机制，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短板弱项的破解奠定了机制保障。

今年以来，以创建第七届全国文

明城市为目标，市委文明办组织开展
2023年厦门市第九个文明行为示范
月活动，围绕“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
丽”主题，发动各区、系统文明办，各
级文明单位组织开展百场“烟头清
零”行动；细化“晒、比、问”工作机制，
着力发现文明创建领域问题，推动整
改落实，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加强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45个实践所、542个实践站建设，打造
小区等文明实践点（岗）5296个，推动
文明实践阵地向各类公共服务场所、
群众“家门口”延伸，上半年我市累计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近4万场，受众约
120万人次，使文明市民与文明城市
共同成长。

推动文明创建常态长效
市委文明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难题促提升智慧口岸

厦门口岸通关时效持续提升，
人享其行、货畅其流

白鹭体育场
大赛将登场
昨日通过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将作为2023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厦门站主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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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法草案、
学位法草案等昨日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
议审议

在生态环境部
昨日发布的第二批
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中，厦门东南部海域
位居榜首

本报昨起改版 更深更实更快

我们为厦门代言

B01版

悦读新闻
刷出精彩

专家学者、市民读者
纷纷点赞本报改版

专门立法
促进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发展

延续实施
全年一次性奖金
个人所得税政策

可选择是否并入
当 年 综 合 所 得 计 算
纳税；延续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智绘鹭岛
我市全面推进测绘地理信息

事业转型升级

〔A08版〕

全新栏目
持续亮相

《有爱的厦门》真诚
记录城市温情时刻

A03、A07版

《视点》栏目今日为您揭秘

新建厦门北站
新在哪新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