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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 敏 通 讯 员 曾
蓁）近日，记者从
厦门银联获悉，集
美区商务局联动
集美尚柏奥特莱
斯共同开展“ 双

11”促消费活动，11月3日至11月12日，每天10:
00至22:30（具体以活动时间内商户实际营业时间
为准），广大市民或游客在集美尚柏奥特莱斯指定
商户消费可享满减优惠。

如何享受优惠？活动期间，云闪付用户在集美
尚柏奥特莱斯指定商户，出示云闪付付款码，单笔
消费满600元可享立减100元，具体商户名单可在

“云闪付”App“奖励中心”查看。
温馨提醒：云闪付版本需要更新至9.3.7以上；

交易时需打开GPS定位，仅限GPS定位在厦门的用
户参与活动；同一用户（符合同一设备、同一注册手
机号、同一银行卡预留手机号、同一银行实体卡号、
同一身份证号或者同一App账号等任一条件的，均
视为同一用户）在整个活动期间，限享受 1 次优
惠。活动总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
细则详见云闪付票券展示内容。

到集美尚柏奥特莱斯消费
可享政府补贴

用云闪付支付满600元减100元

思明区图书馆
联友小学分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 赵张昀 通讯员 吴佳欣）10月
30日上午，思明区联友小学和思明区图书馆启动

“馆校共建”合作，成立思明区图书馆联友小学分
馆，并举办签约、揭牌仪式和荐书指导讲座。这是
思明区图书馆“馆校合作”中第一所与民办学校合
作、将分馆设于民办学校的案例。

思明区悦读大使、联友小学老师吴佳欣介绍，
分馆落地以前，学校图书室的面积只有30多平方
米，开放程度有限，且大多以班级间的图书漂流为
主。分馆成立后，馆内接入了厦门市图书馆和思明
区图书馆的借阅系统，并上架定期轮换的纸质图书
约5000册、新增区图书馆电子书书目超过2万
册。孩子们不仅在校可以自由借阅书本，回家后也
可以和父母一起调阅线上的电子书。此外，联友小
学分馆内还设有几十个座位，供师生在现场借书并
坐下来沉浸式阅读。

吴佳欣老师介绍，联友小学分馆之所以起名为
“书径”，是希望开启孩子们阅读之路，让爱读书、多
读书、读好书这条路径走得更远、更深、更实，成为
陪伴他们一生的美好道路。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2023年大中专
毕业生在厦入职中小微企业岗位，只要符
合条件即可申领3000元/人的补贴。近
日，市人社局发布相关通知，申请人可登录
厦门人社局官网或线下进行申请，本次申
报截至明年3月31日。

根据通知，申报2023年大中专毕业生
入职中小微企业岗位补贴的，需同时满足
若干条件。首先，大中专毕业生符合以下
三种类型之一：①2023年度高校毕业生
（毕业证书时间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②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毕业证书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12月31日之间，离校未就业）。③

2023年度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毕业
生（毕业证书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31日）。

另外，大中专毕业生需于2023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到我市中小微企业就业，
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与
劳务派遣或人力资源机构签订合同派遣到
其他单位工作的，实际用人单位需属于中
小微企业。同时，大中专毕业生在2023年
1月1日至12月31日首次参加我省基本
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之前无相关参保缴
费记录），申领时已在同一单位连续缴费满
3个月（2023 年毕业的需在取得毕业证书
日期之后计算）；申请人参保归属地为厦

门，能提供已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
或银行账号。

需要提醒的是，每人只能享受一次大
中专毕业生入职中小微企业岗位补贴。符
合条件的申请人每人一次性发放3000元
（按每月 1000 元标准共发 3 个月岗位补
贴），已享受2023年度新增岗位补贴的大
中专毕业生，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补差发
放。

中小微企业可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确认。对入职单位是否中小
微企业、毕业时间等数据有疑问的申请人，
可在受理期限内携相关佐证材料到参保归

属地经办机构复议。
申报实行依申请受理原则，可选择网

上申请或线下申请，申请人可登录厦门人
社局官网（http://hrss.xm.gov.cn），依次点
击网上办事-个人办事-社会保障-失业保
险-毕业生入职岗位补贴，或通过厦门智
慧人社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个人服务-
社会保障-失业保险-毕业生入职岗位补
贴。申请人也可前往各级社保经办机构服
务窗口进行线下申报。审批通过的，资金
发放至申请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无法
通过社保卡账户发放的，可将补贴发放至
其提交的本人的银行账户。

@大中专毕业生

在厦入职中小微企业 可申领3000元补贴
申报截至明年3月31日，可登人社局网站或线下申请

我省2023年
企业工资指导线发布

基准线为7%，下线为3%
本报讯（记者 张珺）来自省人社厅的消息，我

省2023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日前发布，企业工资指
导线基准线为7%、下线为3%，工资指导线适用于
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

企业工资指导线，是指政府职能部门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消费等情况，对年度企业职工
工资平均增长幅度的预测。企业工资指导线由基
准线、上线（又称预警线）和下线组成，基准线是企
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长幅度，上线是平均工资增长允
许达到的最高幅度，下线则是最低幅度，既可以是
零增长，也可以是负增长。

以年薪8万元的企业职工工资为例，则今年企
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长后的额度为8万×（1+7%），平
均工资按下限增长后的额度为8万×（1+3%）。需要
明确的是，企业工资指导线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其
主要作用是为企业与职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以及企
业自身合理确定工资增长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同时
也是对国有企业实现工资总额管理的重要手段。

省人社厅明确，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旨在合
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引导企业在生产发展和经济
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合理增加职工工资。按照要求，
全省范围内企业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
可围绕基准线安排工资增长；企业生产经营正常、
经济效益增长缓慢的，可在下线和基准线之间安排
工资增长。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经与工会或职
工代表协商同意，可低于工资指导下线（含零增长
或负增长）确定工资水平，但其支付给在法定工作
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

党群服务中心
开设在企业门口

翔安区首个楼宇党群服务中心——
华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启用

本报讯（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李晨）10月31日
上午，翔安区首个楼宇党群服务中心——金海街道
华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华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位于翔安区金海街道
CBD片区，涵盖华论国际、华论南商A、B栋3座楼
宇，占地约500平方米，设置有党员活动区、共享书
屋、流动党员驿站以及暖“新”驿站等功能区，可以
为楼宇党组织、党员及职工开展理论学习、沙龙交
流、互助帮扶等活动提供场地。快递小哥尚伟是党
员，他觉得服务中心为快递员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港
湾，“可以休息还可以学习”。

为了深度整合楼宇党建力量，党群服务中心还
成立了8名党员为代表的“红色管家”楼宇志愿服务
队，推动党务、税务、社务等便民服务工作进楼宇、进
商圈、进企业。同时，推行楼宇“轮值主席制”，由13
家非公党支部轮流组织各类主题党日活动。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把华论楼宇党群服务中心
建在企业门口，为了就是将服务送进楼宇、送进企
业、送进群众的心坎里，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人口变动抽样调查
到您家了吗？

厦门今年入户信息采集昨日零时正式启动，
至11月30日结束，预计调查总人数约3万人

◀
调
查
员
入
户
采
集
信
息
。

文/图 本报记者 沈彦彦 张奇辉
通讯员 刘倩 杨邵玲

厦门市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入户登记工作在11月 1日零时正
式启动。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是如何
进行的呢？昨天上午，记者跟随一组调
查员走进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社区体验
入户登记工作。

怎么调查？
调查员信息采集有“标配”

“您好，我们是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调查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上午10
点，市统计局总统计师柯友升和调查员
们身穿蓝色马甲，佩戴着统一证件，按照
提前和户主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万科金
域华府，入户开展采集信息工作。

调查员首先向调查对象出示工作证
件，递上《致人口抽样调查住户的一封
信》，并向调查对象做出保密承诺。随后，
调查员进屋，打开电子设备上的人口变动
抽样调查App，开始了信息采集——

“您和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2023
年11月1日零时前居住在哪里……”调查
员首先询问了一些基本信息。市民傅女
士拿出提前备好的户口本，根据询问一
一回答，调查员则将信息直接录入到系
统里，同步上传到后台，整个调查过程大
概半小时。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人口变动情况
抽样调查分为住宅样本抽样调查和固定
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告诉记者，无论
是国家样本还是地方样本，每一户的调
查流程都一样，调查员会根据系统设置
的问题进行信息采集。“如何沟通、调查
技巧等，我们也培训演练了多次。”

“社区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我们
看到通知栏和宣传栏都张贴了宣传单，
社区工作人员也通知了我们。”做完抽
样调查，傅女士告诉记者，接到调查通
知，她就准备好了材料等待调查人员上
门。“国家发展，人人有责，如实提供信
息，配合做好调查，是我们作为市民的
义务。”

调查什么？
基本信息+新增热点专题调查

“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
户，也调查集体户。”柯友升介绍说，信息
采集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户信息
和人信息，户信息有户别、本户应登记人
数、出生和死亡人口数、婚姻生育住所类
型等问题；人信息包括姓名、与户主关
系、公民身份证号码、民族、受教育程度、
工作情况、迁移流动等问题。基本信息
录入以后，今年调查还根据政策或社会
热点，新增了三个方面专题调查内容，一
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与父母居住状况；
二是未婚原因与理想结婚年龄；三是老
年人口养老指标。

系统会根据不同调查对象，提出相
应的问题，调查员也会按照问题逐一进
行询问了解。柯友升说：“及时掌握变动
情况信息，增加热点专题调查，对于加强
人口监测预警和形势研判，调整完善有
关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意什么？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所需信息

厦门市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样本共涉及38个镇（街），250个村
（居）委会，其中，思明区有52个、湖里区
有50个、集美区有51个、海沧区有29
个、同安区有42个、翔安区有26个，预计
调查总人数约3万人。

11月30日前，人口抽样调查人员将
手持移动设备，佩戴工作证，到抽中的家
庭开展入户调查。如果被抽中，居民要注
意什么呢？厦门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首先，是仔细查验工作证。调查人员
一般两人一组入户调查，市民要认准调查
人员工作证，阅读盖章的《致人口抽样调
查住户的一封信》；其次，积极配合调查，
提前准备好相关信息，依法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提供人口调查所需信息，统计部
门及调查员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的规定，对调查过程中所涉及的
家庭、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查“新”

今年是翔安建区20
周年，经过了大开发大建
设，翔安全区的城镇化率
从建区初时的6%提升到
如今的71.6%——新城
区与新农村在厦门东部
的这片发展热土上共同
发展。

全新的发展态势也
给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提
出了全新的挑战：还有哪
些短板弱项没有被解
决？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迎来了什么新的问题
……翔安区卫生健康局
多年来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
准，把对策提实。

尤其是今年以来，区
卫健局推动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进一步发挥医疗
机构管理职能，以查
“新”、补“缺”等切口精准
施策，多渠道、多方面、多
角度强化医疗安全监管，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把主
题教育成效体现到推动
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效中，全力增
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让
人民更放心、让群众有
“医”靠。

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林虹丽

图/翔安区卫健局 提供

查“新”补“缺”精准施策
辖区民众更有“医”靠

翔安区卫健局卫生监督员现场核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从业资质翔安区卫健局卫生监督员现场核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从业资质。。

“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觉，头疼脑热打个吊
瓶好像好得比较快。”区卫健局副局长孙进兴
说，这其实是滥用抗菌药物的一种表现，“抗
菌药物用了，看起来起效更快，其实从长远看
不论对社会还是个人伤害都更大。”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加强区管社会医疗机
构及村卫生所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区卫健

局开展了抗菌药物静脉输注资质集中核准工
作，具体内容包括：对有开展抗菌药物静脉输注
的辖区内门诊部、诊所、村卫生所等进行资质核
准；同步开展培训和现场考核，经核准共有48
家医疗机构、52人取得资质。“按照规范和标准
操作，才能促进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保障基
层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孙进兴说。

无独有偶，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辖区内
医疗机构开展的中药穴位贴敷增多，但是质
量良莠不齐。今年这种情况也得到了全面的
规范管理——区卫健局对开展技术的医疗机
构诊疗科目和执业范围作出明确，并统一组
织相关人员接受专家培训；与此同时，未取得
资质的医疗机构相关行为被依规叫停。

在区卫生计生监督所副所长许玉梅的微信
里，有两个“生活美容”的群——加起来800余
名群成员背后，是全区700多家生活美容店。
她会不时在群里发送一些案例和法规提醒群里
的店主们，作为一种日常的科普教育。

“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不一样，但很多店
主并不知道具体界限在哪里。”她说，有人会
试图在自以为的“灰色地带”里做文章。没有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与《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资格证书》的人员在不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生活美容机构内给顾客注射肉毒素、
玻尿酸，进行光电治疗，如激光脱毛，这样都
属于无证行医的非法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
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并非只有日常宣教，区卫健局密切关注
医疗美容行业新兴发展的趋势，今年以来开
展多次生活美容场所涉嫌非法医美行为的专
项监督检查，共计突击检查机构50家，现场

接受科普教育125人。“依据什么法律法规
查？查什么？”许玉梅说，监督检查过程同样
也是宣教的过程，为各家生活美容店主明确
医疗行为界限。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区卫健局还将从严
厉打击无证行医行为、加强医疗美容机构和
医务人员的监管、清理规范生活美容机构等
多个维度持续推进这个新兴行业的监督管
理，挤压“灰色地带”，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推进细节规范管理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新行业查教结合 挤压“灰色地带”

补“缺”

20家
翔安区卫健局联合 3 部门印发《关于

充实基层卫生力量稳定乡村医生队伍若干
措施》，取消全区范围内的 20 家村卫生所
分所，明确乡医准入及退出机制。

100%覆盖
翔安区卫健局核实确认全区医疗机构

医疗废物处置合同签订100%覆盖，指导形成
合同台账，以医疗安全助力生态环境保护。

215份执法文书
2023年以来，翔安区卫健局共出动卫

生监督员259人次，检查医疗机构299家次,
开具卫生执法文书215份，责令整改21户
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12 起，罚没金额
10.49万元。

﹃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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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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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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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区卫生健康局强化医疗
安全监管、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