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
门，各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有关通知精神，2023年10月1日起
至2024年5月31日，市直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时间安排如下：

一、上午：8:00—12:00
下午：2:30—5:30
二、每周二、四晚上各安排 2

小时 30 分钟开展政治或业务学
习。

三、驻厦单位可参照我市市直
机关工作时间作出安排。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9月19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时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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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我市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走具有厦门特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开幕为厦门挖掘培养
更多青年音乐人才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昨日上午，中央音乐学院

新时代文明实践厦门鼓浪屿基地揭牌仪式在中央音
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杨国豪，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于红梅，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出席活动。

2020年起，中央音乐学院积极探索开展新时代
文艺宣讲工作，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截至目前，已选派30余位宣讲师赴15个省区20个城
市，用美育助力地方文化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艺术
为人民的宗旨理念。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唯一一所校地合办学校，从人才培
养、课程改革、师资建设、艺术实践、党建引领等方面，
全面深化中央音乐学院和厦门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建、共育、共享机制，携手开创了多元开放、创新协作
与专业特色突出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厦门鼓浪屿基地
的建立，是学校与厦门市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化友谊，
携手发展的有力举措。未来，学校将依托基地，开展
常态化文艺志愿服务，推动优秀人才、优质资源、优势
专业深入一线，为厦门挖掘培养更多青年音乐人才。

开 栏 的 话

●本报评论员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厦门努力率先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厦 门 如 何 加 快 推 进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全市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
厦门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明确了目标任
务，作出了工作部署。全市党员干部要深
刻把握市委市政府战略意图，深刻认识

“三农”工作的战略地位，切实增强在新起
点上走具有厦门特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之路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真抓实干、善作
善成，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新时代特区

“三农”工作的崭新篇章。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按照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发展思路，以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创
建为抓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现代
特色农业融合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
善、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为进一步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
要看到，对比国内先进城市，我市“三农”工

作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
离现代化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全市党
员干部务必知弱图强、奋发有为，加快补齐

“三农”短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从理论高

度提升格局站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形成了
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主动要求分

管“三农”工作，在“三农”领域进行了开创性
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为厦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上学得更深、做得更实，大力弘扬习近平总
书记的优良作风，始终牢记殷殷嘱托，以实
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学好用
活“千万工程”经验。“千万工程”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推动的一项
重大决策，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的生动实
践载体。（下转A02版）

本报记者 吴晓菁
翔安香山脚下的黄厝村，一座座破败废弃

的农房变身创意满满的红砖雕艺术馆、手艺馆，
“艺术+农业”的发展模式深深扎根在这座古村
落的土壤里，村民纷纷返乡创业；

同安莲花山下的莲花村，沉睡已久的古厝
——“同字厝”在国企的助力下，带着乡愁记忆
苏醒而来，今年中秋之夜，它将重焕光彩，成为

“村晚”的舞台，并迎来全新业态；
海沧赤土社，引入了各种城市资源后“脱胎

换骨”，不仅有画家笔下仿若童话世界的田园胜

景，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耕读生
活，乡村生活最好的模样大抵如此……

金秋时节，厦门岛外各村沃野千里，满目美
景。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所蕴含的立场、观点、
方法，正在真真实实转化到厦门“三农”工作的
实践中，转化为建设厦门美丽乡村、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实绩、实效。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千万工
程”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树立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新标杆，开启了万千气

象，也指引着厦门建设高颜值城郊型农村、发展
高附加值城郊型农业的征途。

从“千万工程”的经验中，我市积极探索具
有厦门特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坚持党建
引领，从市到村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建立健全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配合、社会资助、企业
参与、市场运作的体制机制，努力让农业成为有
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找准环境整治小切口
扮靓乡村高颜值

古朴的红砖古厝，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络
绎不绝的游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许多
市民走进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寻觅乡愁。

“原来这是闲置的农房，从无到有，我一点
点把它变成了艺术馆，里面很多作品都是在废
弃的红砖上创作的。”在网红打卡点闽南红砖雕
艺术馆，负责人史文沧手握刻刀，在一片红砖上
一刀刀刻出精美的图案。

步入黄厝村，房前屋后、一砖一瓦间都能看
到艺术的气息。人居环境整治不仅为这个村带
来了高颜值，也为产业发展赢得了发展空间。目
前，黄厝村已吸引32个艺术家工作室入驻，年产
值约1000万元，近百户居民返乡创业、生活。

厦门农村面积不大，如何让有限的农村既
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又能像
城市一样生活便利、环境整洁，不仅丰富市民生
活形态，还能拓展市民生活空间？

用好用活“千万工程”经验，厦门找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小切口，统筹城乡规划发展，因地
制宜升级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美化乡村生态，挖
掘人文历史、自然风光等资源禀赋，打造一批形
神兼备的美丽乡村“厦门样板”。（下转A02版）

你想象中的美丽乡村，是
什么样子？是稻花飘香里的丰
收盛景，是农家小院里的瓜果
飘香，还是田园诗意里的现代
化生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现代化的美丽乡村成为越
来越多人向往的家园。

在厦门，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目标中的重要一环，正在
铆劲发力，加速推进。

9 月 21 日，我市召开深入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厦门
美丽乡村现场推进会，对走具
有厦门特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之路、建设厦门美丽乡村作出
全面部署。发展高质量农业、
建设高颜值农村、培育高素质
农民，正成为当前厦门“三农”
工作的主旋律。

为凝聚加快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开创我
市“三农”工作新局面，本报今
起推出“学好用活‘千万工程’
经验 走具有厦门特点的农业
农村现代化之路”专题报道，
宣传报道我市乡村走上振兴
之路的实际举措和进展成效，
敬请关注。

我市打造一批美丽乡村我市打造一批美丽乡村““厦门样板厦门样板””。。图为翔安大宅社区图为翔安大宅社区，，拥有省内最大的火龙果连片拥有省内最大的火龙果连片
种植基地种植基地，，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航拍器摄航拍器摄））

推动低效用地再开发
厦门成为全国试点城市

将在规划统筹、收储支撑、政策激
励、基础保障四个方面探索创新，健
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A02版〕

亚运首日
闽将夺三金

●分别为陈弦峰、童心、林超攀
●厦门姑娘虞琳敏今日冲击
体操女团金牌

〔B01版〕

今起三天
鹭岛唱“晴歌”
城区最高气温在 32℃～

33℃左右

全民共享文艺盛宴 我市打造消费新场景

A06-A07版 A04版

●厦门自贸国际红酒节开幕，派发
超50万元消费券
●夏商民兴超市启动战略升级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推出六大
系列、六大赛事和425场活动
●以“线上+线下”形式同步举行

〔B02版〕

畅言渔港经济
激发蓝色动能
我市积极推进海洋渔业

保护利用

〔A03版〕

本报讯（记者 吴海奎）昨晚，2023年
厦门市民文化节开幕式在白鹭洲公园举
行。市长黄文辉出席开幕式活动。市领
导吴子东、王成全、庄荣良、薛祺安参加。

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由中共厦
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厦
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各区人民政
府、鼓浪屿管委会联合主办，活动主题为

“新时代的我们”，秉持“让艺术走进生
活，让生活更有艺术”的理念，把市民文
化节打造成为厦门城市文化的金字招
牌,助力推动厦门“文化中心、艺术之城、
音乐之岛”建设。

开幕式文艺演出围绕“新时代—幸
福—奋斗—传承—向未来”这一主线展
开，体现厦门市民勇立潮头、勇毅前行的
精神面貌，激励广大市民奋进再出发。
演出既有合唱、独唱、歌舞表演，也有南
音、鼓乐等传统曲艺表演，每个篇章的演
出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震撼。开幕式
还特地邀请了我市10名科技、教育、文
化等多个行业的市民代表和劳模、优秀
共产党员，一起用“爱之光”来点亮这座
城的形式，启动今年的文化节。

本届市民文化节自昨晚拉开帷幕
后，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29日，包含“音

舞乐章”“诗意风华”“闽韵华章”“书画视
界”“鹭岛群星”和“新时代的我们”开闭
幕式等六个系列，以及全民艺术大赛、摄
影和微视频征集、全民歌手选拔、闽南话
原创歌曲歌手大赛等六大赛事，共292
项425场活动。活动将充分体现精品展
演与群众参与相结合，为群众提供艺术
展示舞台，让百姓真正成为舞台的主角。

昨晚的演出不仅为广大市民群众奉
献了一场艺术大餐，同时向广大市民展
示了这一年来厦门文化建设的丰硕成
果，反映了厦门城市艺术氛围日益浓厚，
市民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