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邻健康贴民心 关爱琴岛老年人
鼓浪屿多措并举加强老年人慢性病防治，有效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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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翔安服务处
总干事黄清俊说：“翔安这二十年的发展，
真的不同凡响。”台胞们作为亲历翔安飞速
发展的“见证人”——他们在纪录片中，分
别讲述了自己与翔安的故事。

作为厦门东部的发展热土，翔安涌动
着巨大的商机，喷薄而出的发展态势也让
许多台胞选择将企业落户在这里——黄清
俊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在翔安创业的起点：

“赚的第一个100元，就是在大嶝。”
厦门太祖食品公司总经理蔡锦德也看

准了翔安的发展机遇，他说：“选择扎根翔
安，就是冲着百年企业的方向去做的。”瑞
登纸制艺品公司董事长蔡献永已经73岁
高龄，他语气坚定地说：“我的工厂和家都

安在这边，退休当然也是在这边。”话语中
“这边”所指的翔安，已经与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厦门洪氏企业公司总经理苏子杰哼唱
起了陈升的《然而》中一句歌词“然而你永
远不会知道，我有多么的喜欢”。他想以此
来表达自己对翔安的感情，“很庆幸自己是
最早一批来到翔安的，见证翔安成为厦门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翔安既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更是安居
乐业的所在，台胞们对“业翔民安”这四个
字感同身受。

恒沛（厦门）食品公司总经理吕炫达
说：“我的一位姐姐嫁到了北京，我娶了一
位江西太太，如今在翔安落户打拼，真正实

现了两岸一家亲。”他笃定地说，他们一家
子都是翔安人。

在多年时间里，更多台胞的生活印记已
经与翔安的发展紧密相连。厦门利茗精密
机电公司总经理简孝龙说：“我很明确，我会
一直留在这边。孩子很早就已经在这边生
活，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厦嶝创业运营管理
公司总经理黄伟伦说：“我在台湾出生，在翔
安一路就学、生活、工作到创业。”“翔安”与

“家”在他们的生活里和心里都画上了等号。
厦门正旸物流公司总经理宋可琪的一

番发言情真意切：“我亲历、参与了翔安的黄
金时期，感受到翔安的真诚和淳朴。期望未
来的十年，能够扮演好两岸的桥梁，为更多
的台青、台企落户翔安提供更多的帮助。”

二十年同发展 台胞讲述翔安情缘
“我们的20年 在翔安的台胞们”二十集系列微纪录片昨日发布

在昨日的活动现场，厦门市台商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韩萤焕说，企业能得到发展
壮大、台胞能安居乐业，得益于翔安区委
区政府的关心与支持。

双向奔赴，美好共建。作为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重要门户，翔
安区一直很清楚：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
休戚与共的一家人。翔安区致力于打造
两岸融合友好型城区，坚持以通促融，促
进翔安与台湾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坚持
以惠促融，巩固提升台胞社会归属感；坚
持以情促融，促进两岸台胞心灵契合。
一直以来，翔台两地在经贸合作、人员往
来、文化交流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扩
大，呈现了宽领域、深层次的良好发展态
势。

翔安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意见》，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以
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
作、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台胞台商合
法权益，持续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
发展机遇，为广大台胞做好服务，多办实
事，与更多台商台胞一起牵手共创美好
明天。

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叶晓菲
昨日上午，“我们的20年 在翔安的

台胞们”二十集系列微纪录片正式发布。
发布会现场还为参与拍摄的台胞们颁发

“翔安20年 最美见证者”荣誉证书、纪念
册。

时值翔安建区20周年——这是一次
回顾：一批批台胞在20年间跨越海峡，在
翔安落地生根、创业发展，他们既是建设
者又是见证人，翔安发展的图景中也深深
刻下他们的奋斗足迹；这还是一次展望，
站在20年的新起点上，翔安正要踏上新
征程，台胞们也将参与其中，继续见证翔
安的云涌星驰。

台胞，拥抱翔安 扎根在这里“我就是翔安人”

翔安，服务台胞
欢迎来这里 共创美好未来

与会台胞和嘉宾在发布会现场合影与会台胞和嘉宾在发布会现场合影。（。（通讯员通讯员 朱毅力朱毅力 摄摄））

虞琳敏（左）给母亲戴上亚运会金牌。

本报讯（记者 房舒）前天，厦门市曙光救
援队国际任务小组与多个国家搜救队一起参
与在北京举行的2023“一带一路”国家应急救
援联合演练。

记者了解到，曙光救援队作为国内社会救
援力量代表参加此次演练，也是从全国遴选出
的唯一社会力量团队。“参加演练前，我们进行
了半个月的紧张集训，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参
加。”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说，和多个国家的救
援团队多方位磨合，可以为将来一起并肩作战
拯救生命奠定合作基础。

与此同时，曙光救援队还参加了2023“一
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部
长分论坛及相关活动。

以“健康生活，理想血压”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在鼓浪屿街心公园举行。

鼓浪屿老年居民踊跃参与有奖知识问答鼓浪屿老年居民踊跃参与有奖知识问答。。

2023“一带一路”国家应急救援
联合演练在北京举行

厦门曙光救援队参演

曙光救援队国际任务小组正在进行营地
搭建模拟及现场搜索模拟工作。

（厦门市曙光救援队 供图）

昨日下午3时20分，虞琳
敏从北京乘机抵厦，市体育局
为这位亚运会1金1铜得主举
行了欢迎仪式。虞琳敏说，杭
州亚运会是她第一次参加洲
际综合性运动会，她收获了宝
贵的经验，也收获了很难得的
一些回忆。

虞琳敏说：“这次比赛并
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让我在
困难中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也
为以后再遇到类似困难时提
供了经验。”

朝鲜选手多年后重现国
际大赛，虞琳敏说，在杭州看
到她们的训练后，才发现她们

的实力非常强。这也是虞琳
敏首次与朝鲜选手同场竞技。

虞琳敏还谈到了“不老
传奇”、48岁的丘索维金娜，

“我差不多跟她 5 次同场比
拼，她对体操的坚持、热爱和
永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值得
我学习。她跟我妈妈年龄一
样大，还能站在赛场上，很让
人敬佩。”

20岁的虞琳敏是厦门第
一个参加亚运会体操比赛的
选手。虞琳敏希望她在亚运
会上取得的金牌能激励小师
妹和小师弟，给他们做一个好
的榜样，期待未来取得突破。

中国女足悄然抵厦
备战将在白鹭体育场举行的

巴黎奥运会预选赛
本报讯（记者 路鹏宇）杭州亚运会结束

后经过短暂休整，昨晚8时，中国女足除海外
球员外的其余18名国脚全部抵厦。从今天开
始，中国女足开启为期两周的封闭集训，备战
今年的最后一项大赛：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
足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B组比赛。

中国女足今年有三大战役：世界杯、亚运
会和奥运会预选赛，世界杯小组出局，亚运会
仅获铜牌，10月26日将在厦门开赛的奥运会
预选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又是一个艰巨的考
验。为了专注于奥运会预选赛的备战，分批抵
达的中国女足教练组和队员谢绝了一切接机
和采访请求，悄然入住五缘湾一带的一家酒
店。据悉，下榻于此也是因为离白鹭体育场更
近一些。

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昨日也抵达厦
门。而王霜、李梦雯、沈梦雨、张琳艳、乌日古
木拉等海外国脚昨日没有来厦，她们将在10
月下旬国际比赛日窗口开启后抵厦，与大部队
会合。昨日抵厦的18名球员中，除了无缘杭
州亚运会参赛阵容的王妍雯，其他人都是今年
集训或比赛的老面孔。

杭州亚运会金牌选手

虞琳敏
林文君
载誉归厦

文/本报记者 路鹏宇
图/本报记者 许秋珩
昨日下午，杭州亚运会冠军虞琳敏和林

文君载誉归厦。虞琳敏说：“我已经两年没
回厦门了，回来后想吃外婆做的西红柿炒鸡
蛋。”林文君则说：“去年10月世锦赛结束后
回来过一次，我特别喜欢吃咱们的土笋冻，
这是回厦必须吃的一道菜。”两人都对家乡
美食充满期待。

虞琳敏抵厦后的一个多小时，亚
运会划艇两金得主林文君也出现在了
市体育局大院，同等规格的欢迎仪式
再度上演。

与在厦门土生土长的“00后”选手
虞琳敏不同，26岁的林文君出生在三
明大田，但林文君是不折不扣由厦门
一手培养出来的世界冠军。林文君在
三明短暂训练过皮划艇激流回旋项
目，后来被厦门市水上运动中心发掘
出来，来厦改练皮划艇静水，现任厦门
划船运动训练基地副领队杨劲松就是
林文君刚来厦门的划艇启蒙教练。

林文君昨天与杨劲松亲切拥抱，
并感恩厦门的培养，“我很小就来厦门
训练，没有厦门市体育局的辛勤付出，

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林文君说。
回顾杭州亚运会，林文君说：“我

们在亚运会也有强劲的对手，她们也
在进步，但是我们只要做到最好的自
己，正常发挥即可。”

谈到未来的目标，林文君非常坚
定地给出了巴黎奥运会要夺冠的答
案。“目标只有金牌，在巴黎必须登
顶。东京奥运会上，我太想要那块金
牌了，反而失去了自己的初心。要想
在巴黎奥运会夺冠，不能太注重结果，
而是要把重心放在思考技战术问题
上。起航加速是我的优势，我最大的
问题就是最后30米到50米的冲刺能
力不足，所以要继续增强有氧耐力训
练，着重解决后半程冲刺能力。”

林文君（右）与划艇启蒙教练杨劲松合影。

力争从“死亡之组”出线
B 组有东道主中国女足和亚洲劲旅韩国

女足、朝鲜女足以及泰国女足参赛。这个组被
称为“死亡之组”，除了泰国女足实力偏弱外，
哪支队伍想要小组出线都非常艰难。

这四支球队将进行6场单循环比赛，排名
第一的队伍将直接获得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
区预选赛第三阶段比赛资格；获得小组第2名
的队伍，将与A组和C组的第2名比较成绩，成
绩最好的第 2 名获得第三阶段比赛的最后一
张入场券。在第三阶段比赛中，四支队伍将抽
签决定对阵形势，以主客场方式决出胜者，两
支队伍将获得巴黎奥运会入场券。

亚足联官网显示，B组6场比赛的对阵时
间分别为：10月26日（15时30分：韩国对阵泰
国；19时35分：中国对阵朝鲜）；10月29日（15
时30分：朝鲜对阵韩国；19时35分：泰国对阵
中国）；11月1日（15时30分：泰国对阵朝鲜；19
时35分：中国对阵韩国）。比赛地点为厦门白
鹭体育场。

鼓浪屿此次宣传活动，以一场载歌载
舞的文艺汇演开场，吸引众多居民和游客
前来。

鼓浪屿天天乐社团带来健身手拍鼓
《在希望的田野上》、双扇子舞《欢聚一堂》；
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
和社区居民一起登台，献唱歌曲《一路生
花》《咱老百姓》《爱的奉献》。随后进入有
奖知识问答环节，一个个关于高血压的相
关问答，在说笑声中普及了高血压知识。

最受居民和游客欢迎的，还是义诊环
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在现场为辖
区居民发放盐勺、宣传资料，并测量血压，开
展医疗咨询和诊疗。

此次宣传活动由思明区卫生健康局、
思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思明区家庭发
展事务中心、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办事处共
同主办，思明区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承办，旨在以健康生活与理想血压为
切入点，普及高血压的防治知识，增强全民
的自我保健意识，动员居民参与高血压的
预防和控制工作。

文/本报记者 詹文 通讯员 黄丽鸥
图/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提供
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当

天，一场以“健康生活，理想血压”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在鼓浪屿街心公
园举行。

鼓浪屿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很
高，65岁以上老年人占29.3%，而高
血压是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
一。“帮助岛上居民，特别是老年人
防治高血压，是做好鼓浪屿居民基
本医疗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思明
区鼓浪屿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
说，“全国高血压日的宣传活动是我
们开展慢性病宣传、防治的手段之
一，近年来，街道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把居民的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重
要标准，推出多项近邻健康举措，加
强岛上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慢性
病防治，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在岛上开展医疗、公共卫生等宣传教育，
对于鼓浪屿街道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是
常态。今年上半年，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讲座11次、义诊宣传活
动8次，发放12种宣传资料约7500份，制作
宣传板报14期。

目前，鼓浪屿已经建立起“慢病先行，
急慢分治，上下联通，三师共管”为主要特
征的分级诊疗模式。社区全科医师和健康
管理师认真履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职
责，定期入户服务，为老人监测身体状况，
了解用药情况。鼓浪屿街道联合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将辖区内筛查检出糖化血红蛋
白不达标的人群纳入监测管理，开展血糖
实时无创监测，加强居民对自身血糖的了
解与控制，并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达到控
制血糖的目的。

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上级
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制度，为居民看病提
供绿色通道。同时，该中心还为有需求的
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与养老院对
接不定期巡诊，针对慢性病稳定期和康复

理疗病人开展上门换药、拔插尿管等一系
列服务。

考虑到岛上特殊的地理、交通特点，为
服务居住较远而又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鼓
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敬老车服
务，免费接送老人至中心就诊，开设由专人
导诊的爱心敬老屋，配备休闲区域，免费为
老人提供茶水、轮椅、便民箱等。

为满足住在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老年
居民的就医需求，今年8月，鼓浪屿街道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协商，专门开设了
内厝医疗延伸服务点以方便岛上居民，广
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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