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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滋养城区文明
文化传承再添底蕴

民生服务有温度 百姓幸福有质感
翔安区建区20年来，教育、就业、保障、医疗、文化等方面成果丰硕

本报记者 邵凌丰 曾嫣艳
通讯员 叶晓菲
今年9月份，厦门市翔安中学高中部

首度办学招生，刚刚把家安在金海街道的
老刘很高兴：“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校了”；

30岁出头的明旋住在大嶝街道双沪
社区，骑车几分钟就能到社区手工加工点
工作，“时间灵活，离家也近，很适合我”；

梁粉80多岁了，每天下午都会搬张
小凳子坐在家门口晒太阳，香山街道珩厝
社区的助老员经过，她就会念叨：“这个月
打到卡里的养老钱又多了一点”；

67岁的李阿姨为医护团队送去了锦
旗，她很庆幸自己能从“急性脑梗死”中恢
复过来，“多亏救得快，再晚一分钟就很难
说了”；

20多岁的年轻妈妈郭颖住在凤翔街
道的国贸学原小区，她已经习惯每天带儿
子到楼下的邻里书屋转转，不时去边上的
艺术长廊看展，“家门口能借书，方便”；

……
民之所望，即是政之所向。秉持着

“民生温度就是幸福刻度”的理念，翔安区
用20年的努力与实践，让民生细节不断

“升温”，用一条快速爬升的民生曲线给出
了温暖的答案。

20年时间，教育、就业、保障、医疗、
文化等五个方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网，稳
稳托起了翔安居民的幸福生活。也正是
这五块民生拼图，20年间拼出一幅最具
幸福质感的新画卷，“民安”二字，有了最
生动的现实注解。

明旋住在大嶝双沪社区，在社
区手工加工点上班成了她的稳定收
入来源。“上班很近，随时能照顾到
家里。”她说，更早的时候是帮着丈
夫在海里养鱼，海域退养之后就在
家接散活，直到2021年又在家门口
就业了——虽然都是在家门口，但
是完成了“上岸”的蜕变。

翔安经历了20年的大开发与
大建设，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海域
退养渔民的转产就业问题？翔安区
引导各镇（街）设立社区手工加工
点，正是其中一个举措。

还有一系列措施为被征地农民
和海域退养渔民“护航”。在政策层
面上，从“新民生十五条”到2021年
6月份出台的《翔安区关于进一步鼓
励和支持转产就业工作的扶持措施
（试行）》等，惠民政策近30条，对农
渔民民生保障政策实现全覆盖；在
帮扶举措上，除了推动家门口就业，
还推进“送岗位上门”——征拆、退
养工作开展到哪里，转产就业就重
点覆盖到哪里；同时“送帮扶上门”，
针对重点的五类困难群体实行入户
走访和就业帮扶，实现应就尽就。

翔安区还通过加大政策、资金
支持力度，打好一系列稳就业“组合
拳”。

从政策体系的建立上看——翔
安区结合区情实际，先升级促进转
产就业的“民生十五条”为“新民生
十五条”，又制定出台《解决企业用
工难问题的若干措施》，形成符合翔
安实际的就业“168”体系。

从具体行动的推进上看——翔
安区通过“三加三送”即“政策+对
策”“就业+创业”“输血+造血”，同
时送就业岗位、送理财产品、送法律
服务，积极探索“5110”就业帮扶机
制；整合民生帮扶和人力资源开发
工作，通过组织人力资源市场招聘、
社区招聘、微信推荐、网络公布、招
聘进校、鼓励校企合作等方式广泛
开展招聘求职活动；还及时兑现各
项惠民惠企补贴，促进高校毕业生、
农渔民、失业人员等各类重点群体
更加充分就业，缓解企业用工难问
题。

针对18到35岁的群体，除了扶
持创业的一系列举措，翔安区还通
过举行创业大赛、创业评选、设置创
业点等多种方式，更为直接地引导、
鼓励年轻人积极创业；针对35到60
岁的群体，一方面引导参保、鼓励参
与培训；另一方面整合手工加工、公
益性岗位以及乡村游等在地三产的
岗位需求，更精准推送和对接。

教育篇

就业篇
打好系列组合拳 托起“稳稳的幸福”

保障篇

今年3月，内厝镇后田、墩后这两个自然村正式开
办“颐年堂”，它们为村里多名7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
费午餐和晚餐。截至目前，内厝镇内莲塘村、后垵村、
新垵村、鸿山村、后田村、花枞村、墩后村7家“颐年堂”
已相继启动运营。颐年堂的连续开办，是翔安区推动
养老事业发展、保障老人权益的一个缩影。

其实，翔安区用四个“有”字，串联起翔安人的一
生：少有所学、青有所创、壮有所用、老有所养。这也
生动地呈现了“保障”二字是如何贯穿他们的一生。

18岁以下的孩子，有教育基金会进行扶持和奖
励；60岁以上老年居民，提供养老保险及各种养老产
业支持。翔安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熟，为翔安
人的基础生活加了一道“保险”。

这个保障体系建设的基础是翔安区修订出台的
《翔安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补助规定》——它对
全区16至59周岁城乡居民参保个人实行参保最低
缴费补助，推动被征地农民、海域退养渔民等人员参
保，及时兑现困难群众社保兜底政策。最直观的数
据变化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已经由2010年7月
的200元提高到2022年1月的330元。

失业保险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4年到2022年，翔安区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
2.65亿元；此外还发放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16699
笔，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及专项费用3.56亿元。

在日常生活中，翔安人也感受到越来越好的服
务。翔安区全面推进“15分钟便民服务圈”特色品牌
建设，按“镇街+片区+社区”模式推进基层站点改革；
公共服务效能的全面提升，使“一趟不用跑”和“最多
跑一趟”办事清单全面落实。

四个“有”字 保障翔安人的一生

医疗篇

李阿姨突然发病紧急送市第五医院后，被诊断
为急性脑梗死。绿色通道随即开启，紧急手术后，
李阿姨经系统治疗，左侧偏瘫肢体完全恢复正常，
康复出院。案例背后是医院水平的提升——市第
五医院卒中中心实现DNT（患者从入院到治疗的
时间）中位数36分钟，比国家标准的60分钟缩短
了24分钟，极大减少卒中患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20年前，翔安居民会觉得看病要进岛去大医
院；如今，“家门口”的大医院就让人放心。

翔安以分级诊疗为原则，不断优化医疗资源供
给，逐步形成了“2+5+N”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即
2 家公立三级综合医院、5 家服务基层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 家村居卫生所及
186 家社会医疗机构。辖区内的大医院与卫生院
所以“一盘棋”的姿态联结在一起，构筑起了居民健
康的防火墙。

全区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南北双向辐射，以市第
五医院、厦大附属翔安医院为强点带动区域面，形
成医疗资源双向优势发展的服务体系。其中市第
五医院连续多年跻身“省单医院（省会市属、计划单
列市综合医院）100 强”“智慧医院 HIC100 强”行
列；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是截至2023年全市唯
一一家拥有人体肝脏移植、肾脏移植执业资质的医
院，也是唯一一家常态化开展航空紧急医学救援的
医院。此外，翔安区还加大优质资源引进，推动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厦门医院翔安院区项目落户翔安新城。

基层医疗方面，区域医疗联合体实现全覆盖，
以市第五医院为指导医院，选派专家挂职基层医疗
机构，全方位联系并带动基层医疗机构提质升级；
全区 5 家基层医疗机构均达到“优质服务基层行”
基本标准。马巷卫生院、内厝卫生院成功建设基层
胸痛救治单元；新店卫生院、内厝卫生院和大嶝卫
生院与厦大附属翔安医院合作成立“全科医学教学
实习实践基地”。

翔安区还拓展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包括
推动托育机构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公共场所母
婴室覆盖面；推动适龄在校女生 HPV 疫苗免费接
种；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远程会诊、分级诊疗、
基层医疗机构和市第五医院建设起联合诊疗机制，
打造“15分钟医疗健康服务圈”。

卫生院所大医院“一盘棋”
构筑健康防火墙

文化篇

又快又稳向前跑
翔安教育“弯道超车”

翔安教育集团的成立是翔安全区学
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集团隶属翔安区教育局，是全省首个
区属公办普惠优质教育集团。

翔安教育集团充分发挥规模化集约
化办园优势，迅速把学前教育优质资源建
到家门口，惠及多个住宅小区、乡村社区
和工业园区，实现城乡学前教育一体化发
展。全区普惠性幼儿园至今覆盖率为
99.18%，在公办园就读的孩子达57.68%，
各项指标均高于国家、省、市水平，实现从
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转变。

而纵观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快速”
“均衡”“特色”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一组数据呈现了“快速”二字：全区各
级幼儿园示范率从2016年的3.2%增长
到2022年的55.4%，增长速度惊人，这体
现了翔安区教育“弯道超车”的决心。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是20年
来翔安教育发展的显著变化，“高位嫁接”
优质的教育资源则是主要方法。翔安区
主动对接“名校跨岛”“名师出岛”战略，目
前已有厦门双十中学、厦门实验小学、厦
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等6所岛内名校在
翔落地；13所初中校均与市优质学校建
立合作交流关系；此外翔安区还积极引入
厦门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市十一学
校、福建教育学院等全国名校来翔办学，
与福建幼高专、泉州幼高专等专业高校开
展深度合作办学。

如果把20年来翔安各所学校在各项
体育赛事拿下的奖牌奖章奖状集合在一
起，恐怕一个大屋子都不够——辖区学校
的各类特色教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体育竞技、信息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等方
面，都荣誉满满。

翔安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战略，如
今“高端”与“优质”正在成为翔安教育的
新标签。

◀招聘会开
进彭厝社区里，
开到居民的家门
口。（林木阳 摄）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来厦门
调研，提出了“提升本岛、跨岛发展”重大战略；2003年10月19日，
翔安区正式挂牌成立。

新区 20 周年。这是激情燃烧的 20 年，更是创新奋进的 20
年，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跨岛发展”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实
景。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厦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翔安区
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逐梦谱写精彩篇章。如今，厦

门东部这片41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
区生产总值从建区时的22.4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887.14亿元，
增长 39 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 25.73 亿元增长到 1786.9 亿
元，增长68倍；财政总收入从1.17亿元增长到98.43亿元，增长83
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从4.36亿元增长到865.06亿元，增长197
倍，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各县（市区）第一。

感恩奋进勇争先，壮阔征程更向前。今天，作为跨岛发展的
主战场、主阵地，20岁的翔安已经蝶变成为一座功能集聚、要素
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成为厦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去年，翔安区还入围“2022年中国工业百强区”、获
评“全国2022高质量发展十佳城区”。

长风浩荡，逐浪前行；青春翔安，勇立潮头。站在20年的新起
点上，翔安区将紧紧把握重大历史机遇，大力弘扬特区精神，勇立
潮头、勇毅前行，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落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翔
安更大贡献。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以“业翔”“城新”“民安”三个篇章回顾
翔安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颐年堂”
内幸福满
满，其乐融
融。（内厝
镇 供图）

2003年翔安区初设，偌大辖区内竟没有一个
独立建制的图书馆，募集来的书只能寄放在新店中
学。2012年翔安区图书馆独立建制。翔安区图书
馆馆长张胜峰把这座图书馆视作一颗珍贵的种子。

如今这颗种子长成大树并开枝散叶，翔安公共
图书馆的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翔安区以“学校
（社区）+片区”的模式建设片区联网分馆，在区级、
镇（街）、村（居）三级服务网络的基础上，增设介于
镇（街）和村（居）之间的片区联网分馆，定位为“建
在厝边的图书馆”，形成区级图书馆、镇(街)图书馆、
片区联网分馆、基层服务点四级图书馆服务体系，
扩大有效覆盖面。“翔安区比较大，需要一个足够密
集的网络来覆盖。这样才能有效破解区图书馆服
务半径过大、偏远居民借书难的问题。”张胜峰说。

2012年以来，翔安区图书馆一次又一次走进
学校、社区、乡村，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推广“全民阅读”；同时，以“互联网+”建设智慧图
书馆，开发图书馆App、微信微官网，2021年更是
整合区文旅体单位资源，开发建设“翔安旅图”融文
旅综合服务平台；还有“爱心运书队”将书香传递到
山乡……就在几天前，全省文旅融合试点工作总结
推广暨全省公共图书馆馆长培训班在翔安举办，会
上将“翔安模式”作为成功经验进行推广。

幸福翔安幸福翔安，，居民安居乐业居民安居乐业。。图为居民在翔安大宅火龙果基地游玩留影图为居民在翔安大宅火龙果基地游玩留影。（。（翔安区翔安区 供图供图））

如今的翔安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上好
学校。图为厦门实验小学翔安校区学生。

（本报记者 林铭鸿 摄）

▶翔安居民
享受家门口的优
质医疗服务。图
为志愿者在厦门
市第五医院服
务。（唐光峰 摄）

国贸学原邻里书屋里，一对母女共读图书。
（邵凌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