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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海奎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重阳节到来之际，10月18日上午，悠扬的歌
声，从湖里区金山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飘
出，一群老年人组成的“小乐团”正在演奏，
他们有的拉手风琴、有的拉二胡、有的打手
鼓，彼此配合默契；另一边，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正在为老人理发，长者餐厅的厨师已经
开始张罗午餐……

这是厦门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厦门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每年将7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提升社
会保障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推进共同富裕，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
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市民。

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一老一小”
问题，始终牵动着千家万户。

今年9月，家住思明区永升华庭的小梓
铭如愿进入松柏二小长青校区读书。学校
是新建的，距离他家直线距离500米。他父
母心头的焦虑情绪，也随之烟消云散。

今年是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进入就学
兑现年，小学入学迎来高峰期。厦门未雨绸
缪，及早推动教育基建项目建设，补短扩容
学位。2021年至2023年9月底，全市新建
中小学幼儿园项目163个，新增中小学及幼
儿园学位数17.6万个。

不但要让孩子们“有学上”，还要“好上
学”“上好学”。近年来，厦门深入实施名校
跨岛、开放提质、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等
行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乡办
学差距。

正午时分，海沧区新阳街道养老服务照
料中心内饭菜飘香，不少老人正在用餐。

厦门着力打造“近邻+养老”服务模式，
不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增加普惠型高质量
养老服务供给，建立健全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

截至目前，厦门全市建有养老机构47
家、照料中心49家、农村幸福院149家、居家
养老服务站及村改居幸福院434家，实现了
每个镇（街）至少有1处照料中心，每个村
（居）至少有1个农村幸福院或居家养老服务
站，居家养老体系建设服务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

就在不久前，《厦门市推进基本养老服
务发展若干措施》印发实施，明确到2025年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覆盖全体
老年人。

推动全民健身健康深度融合

以前，不少厦门人看病总爱跑北上广，
如今，通过深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
进医疗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厦门整体医
疗水平稳步提升，厦门人在家门口也能享受
到优质医疗服务。

日前，国家调研组在厦门开展区域医疗
中心项目第二轮“回看”调研，对复旦中山厦
门医院、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川大华西厦门
医院、北中医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4家试点
医院的建设进展，表示充分肯定。

据统计，2020年以来，厦门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引入输出医院已
开展的临床新技术200余项，填补100余项
区域医疗技术空白，极大缓解患者远赴外地
就医的难题，切实减轻群众部分病种就医负
担，初步实现“大病不出市”。

健康是民生之基，幸福之源。近年来，
厦门大力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

傍晚时分，在筼筜湖区、山海健康步道、
湖边等地，总是能看到许多市民在挥汗如雨
地跑步锻炼。

今年5月17日，厦门召开全市群众身边
健身、运动场地设施建设现场会，明确提出
要在全市规划建设更多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引导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促进市民文明
素质与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厦门累计新增65处、总面积
71553平方米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近邻运动场），累计新改建423处、总面积
19万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更加完善；
CBA全明星周末、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等在厦
门举办，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运动热情。

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厦门市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

“音舞乐章”“诗意风华”“闽韵华章”“书
画世界”……眼下，2023年厦门市民文化节
正在进行中。从9月24日到10月29日，厦
门市民文化节将举办425场活动，做到“天
天有精品，周周有爆点”，为市民群众奉上

“文化大餐”。

让城市环境更加优美宜居

空中“蜘蛛网”纷纷入地，道路变得宽

敞，垃圾分类投放，污水不再横流，智慧监
控、智慧照明纷纷上线……位于湖里区湖里
街道的城中村——后浦社在今年实现了华
丽蜕变，土生土长的居民陈伟平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如今，走在村子里，一抬头就能
看见蓝天”。

城中村是城市现代化的短板，改造城中
村，是推进城市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年，厦
门召开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现场会，市委
市政府印发《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
行动方案（2023—2025年）》，按照“一年试点、
两年攻坚、三年全覆盖”的时序安排，自2023
年启动试点，利用3年时间实现108个行政村
治理全覆盖，将补齐现代化建设的短板。

秋日时节，一座座天桥上的三角梅竞相
绽放，和蓝天、白云构成了美丽画卷，吸引不
少市民拍照打卡。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近年来，厦门统筹打好蓝天、碧水、
碧海、净土“四大保卫战”，空气质量优良率
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垃圾分类工作连续
20个季度名列全国第一，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 100%，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100%，全市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党政领导生态环保目标责任考核连续
三年排名全省第一。

厦门持续健全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体
系，今年新增筹集建设74个保障性租赁房项
目、3.86万套（间）房源，提前超额完成今年的
省为民办实事任务；珩边居住区、东园公寓一
期等一批市级项目即将竣工，将提供超一万
套保障房；继续实施新就业大学生“5年5折
租房”政策；进一步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越来越多的新
老厦门人，实现了“安居梦”“宜居梦”。

☞市民声音：

金山街道金安社区居民陈招妹：

社区养老服务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今年62岁了。厦门对老年人的关

心关爱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让我和老伴能
够安享晚年，没有后顾之忧。

金山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就在我
家附近，每天我都会到照料中心参加各种
活动，和一群老年朋友聊聊天、唱唱歌、听
听讲座。这里还有长者餐厅，饭菜种类丰
富、营养健康，很符合我的口味。我的老
伴身体不太好，照料中心还会派护理员定
时上门帮他剪指甲、洗澡、做卫生等。生
活在厦门，真的很温暖、很幸福、很安全。

湖里街道后浦社居民陈伟平：

环境变靓了
生活更美了

我是土生土长的后浦人。得益于厦
门开展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工作，我们的居
住环境发生了太多可喜的变化。

改造前的后浦社，各种电线、网线纵
横交错；街面上有不少乱停放的电动车、
汽车和商家的占道物品，行人只能在“夹
缝”中穿行；垃圾桶露天摆放，经常散发出
异味……

改造后，空中“蜘蛛网”不见了，地上
路好走了，新建了垃圾分类屋等设施，环
境变靓了，我们生活也更加美好。

用心用情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发展为民生
民生促发展

●韩笑
以发展惠民生、以民生促发展，犹

如双翼齐飞，相得益彰。
《用心用情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中的一个个暖心故事、一幕幕生动画
面，总是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共同诠释
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成为厦
门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
动注脚。

近年来，我市每年将70%以上的财
政支出用于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人
民生活、推进共同富裕，在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发力，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市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说一千
道一万，就是要解决好“为谁发展、靠
谁发展”两个问题。为了人民而发展，
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
才有动力。发展与民生，相互牵动、互
为条件，又相互奔赴。我市秉持“谋民
生就是谋发展，抓民生就是抓发展”的
价值取向，立足自身区情实际，把持续
推进经济发展与持续改善民生有机统
一起来，实现了经济发展、市民受益、
城市提升、社会和谐的多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要以改
革的方法措施增进民生福祉。人民幸
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
的。特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
标指向，就是提高全体市民综合的幸
福指数，涵盖物质、文化、居住、教育、
医疗和公平正义等多个指标，是多元
多样多层次的综合体，涉及各种利益
的调整。惟有深化改革，推进社会综
合治理，扩大公共服务，才能切实解决
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满足市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民生改善永
无止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还
要以民生关切为逻辑起点，聚焦急难
愁盼的民生问题。要着眼长远、立足
当下，实施更多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暖
民心的切实行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老百姓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充分展现社会主义经
济特区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为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凝聚人心汇聚
力量。

▼公益广告

厦门着力打造“近邻+养老”服务模式，增加普惠型高质量养老服务供给。图为老人们
在金山街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包饺子。（本报记者 卢剑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