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课题本报讯（记者 吕嘉捷 通
讯员 娇轩）为有效破解城市
交通难题，营造更加安全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近日，
厦门交警联合相关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企业共同成立联合
创新应用基地（简称联创基
地），探索建立共研共学共用
新机制。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机动
车数量快速增长，交通出行量
激增，城市道路交通系统面临
严峻考验，交通拥堵逐渐成为
城市通病，传统的道路交通管
理工作模式及手段已难以适

应形势发展需要。围
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总目
标，厦门交警以城市
治理转型升级精细化
管理为指导战略，以
大数据、智能化驱动

公安交通管理科技创新为抓
手，深入推进前沿科学技术与
警务机制改革、交通管理业务
深度融合，决定联合相关高
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成立
联创基地。

联创基地是创新型技术
研发基地，厦门交警负责提供
交流平台、实测环境，包括业
务需求、测试数据、试点应用
场景等基础条件；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企业负责提供研
发、测试所需的人员、技术、设
备、产品等，共同推进智能交
通新产品、新技术与我市交通
管理实际需求有机融合和创
新应用。

目前，厦门交警已向公安
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厦门
大学、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北
京百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等高
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发起邀
约，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机动车连锁维修点
可共享技术负责人

本报讯（记者 林珊 通讯员 周芳）近日，市
交通运输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机动车维修连锁
经营服务网点备案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在
厦门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连锁经营服务网点，
可以共享技术负责人和《机动车维修开业条
件》规定的大型维修设备设施。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措施的实施，为机
动车维修企业打造连锁品牌、节约企业成本、
提升服务品质提供了政策依据，进一步促进
机动车维修企业实行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
发展，更好地满足汽车消费者对维修行业的
服务需求，推进汽车维修业规范、健康、可持续
发展。

心血管病高峰论坛
线上线下同时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刘云芳 记者 匡惟）11月
24日-27日，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
管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十三届海峡心血管病
高峰论坛（简称海峡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在厦门举办。

来自两岸的相关领域专家、临床医生及行
业从业者云端聚首，围绕心血管疾病的最新防
治进展、规范化诊疗及热点问题展开学术交
流，分享心血管疾病防治领域的新技术、新方
法和新成就。为期四天的会议共举办学术报告
近900场，手术演示30余场，共吸引50万余人
次线上参会。

大会由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海峡
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北
京杰凯心血管健康基金会、厦门市医学会、厦
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简称“厦心”）共同
举办。

前几天，晚上9点多，厦港街
道永福宫巷垃圾投放点的督导员
已经下班了。一位居民和往常一样
提着没有分类的垃圾前来投放，他
还以为不会被发现。不料，垃圾分
类专职人员苏雪琴这时走了过来。
没办法，这位居民只好在苏雪琴的
督导下，现场将垃圾进行分类。

苏雪琴以前是一名督导员，那
时她就发现，有个别居民总是规避

督导员在岗时间进行垃圾投放，垃
圾落地情况时有发生。成为专职人
员后，她的工作时间从4个小时延
长到8个小时，督导的时间、地点
都更灵活。晚上9点多她来到永
福宫巷投放点，加强非督导时间
段的桶边督查工作，正好遇到那
位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的居民。

一个星期以来，在苏雪琴的
督导下，不少居民从不分类到认

真分类，分类的准确率也有了显
著提升。对于个别屡不分类的居
民，苏雪琴表示将会开具责令整
改通知单。

依托队伍的优化，思明区强
化源头检查，对薄弱点进行重点
整治。同时，注重非督导时间段的
督导、流动性全覆盖督导，强化主
体责任意识，为逐步减少督导员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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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整合优化 垃圾分类提质增效
思明区在全市率先试点督导员队伍新模式，成效显著

有的督导员不善言辞，做得多说
得少；督导员工作时间有限，非
督导时段垃圾分类不理想……

面对这些垃圾分类中的“短板”“难点”，该
怎么办？近日，思明区印发了《关于优化垃圾
分类督导员及实施资金补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在全市率先尝试优化督
导员，促进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和软硬件同
步提升，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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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囊团 破解交通难题
厦门交警联合高校、院所、企业共同成立联合创新应用基地

智能红绿灯
今后，智能红绿灯有望在

我市各个路口上线，运用人工
智能算法，实时分析路口交通
需求，采取不同信号灯控制方
案，让市民交通出行更加通畅。

联创基地成立后，厦门交
警发布了首个研究课题——

“基于实时交通流分析的交通
信号自适应技术”。该课题的具
体内容为深度挖掘道路潜力，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拟组织参
测单位在交通流量较大的路
口，布设必要的感知设备，汇聚
路口的交通流数据，依托“人工
智能”算法引擎分析路口各个
流向的实时交通需求，向交通
信号灯下发信号控制方案，确
保交通信号匹配当前交通需
求，有效缓解路口的交通拥堵。

除了对督导员队伍进行优
化，《意见》还通过设置原则性和
标准性要求，优化支出结构，对各
街道合理使用财政资金进行“松
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
时，鼓励各街道结合实际，针对考
评成绩突出、主动作为的责任主
体（业委会、物业企业、保洁单位

等）实施资金补助。目前，思明区
多个街道已制定相应的工作方
案，并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在思明区垃分中心的指导下，
嘉莲街道出台了《嘉莲街道垃圾分
类“以奖代补”实施指导方案》，对
符合条件的垃圾投放点提升给予
补贴，对在市区垃圾分类暗访中成

绩优异的小区予以奖励。此举激发
了小区主动提升的积极性，莲坂西
小区已经新建5座智能垃圾屋，多
个物业小区也正在行动，且已有一
批小区正在申报奖励。

综合施策，突破瓶颈，思明区扎
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细走
实，力促全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

上个月，厦港街道率先在巡司
顶社区和南华社区试点督导员队
伍优化模式。此前，这两个社区共
有垃圾投放点24个，督导员38人，
按照“2并1”方式，在保留一点一督
导员的前提下，将多于点位的14名
督导员整合成7名片区垃圾分类专
职人员（每增设1名专职人员，同步

减聘2名督导员）。他们的工作职责
包括桶边督导、日常巡查、入户宣
传以及日常工作推动等。

该模式一方面有助于破解督
导员“重分拣、轻督导”难题，减轻
居民依赖心理，提升督导成效；另
一方面，在不增加人员经费的前
提下，有效弥补了社区垃圾分类

专职人员缺口。
针对不分类或者分类不准确

的行为，专职人员第一次发现时
会进行劝导，第二次开具责令整
改通知单，第三次将联合城管执
法处罚。城管部门实施执法处罚
后，街道还可将相关信息抄告被
处罚人员所在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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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专职人员开展督导。

督导更灵活 补齐短板促提升

队伍更优化 强化督导促成效

补助更到位 责任主体更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