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
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

个9292 文艺项目获得市级专项奖助
包括89个项目获资助，3个优秀文艺作品（项目）获奖励

A4 今日·都市2023年4月6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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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个街道将有两个养老服务中心
我市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本报讯（记者 龚小莞）2023年度厦门市
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及奖励项目名单日前
正式公布，共有92个项目获得资助及奖励，涉
及六大类别。

据了解，《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试行）》由市委宣传部联合市文旅局、市
文联、市财政局设立，每年对全市文化艺术各
个领域入选的重点项目，给予艺术资金扶持、
指导服务和跟踪管理，旨在推出更多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厦门文艺作品。

从今年初开始，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
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及奖
励项目评审工作，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最终评
选出此次公布的资助及奖励项目。

●歌仔戏《侨批》由市文旅局组织
创排、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演出，聚焦
闽南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史，以厦门第
一家专营银信汇款的“日兴批局”创始
人黄日兴为主人公，形象展示了侨批的
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起向未来》是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由
著名策划人、词作家王平久作词并担任
总策划，歌曲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多个
国家掀起传唱热潮，表达了对世界的美
好期待，对奥林匹克的美好祝愿。

●《彩色锦鲤》由厦门六中合唱团
精彩演绎，是难度极大的9声部交织错
综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中充满鱼儿自由
活泼的节奏律动和大胆新奇的声响，透
过富有张力的力度变化及不断变换的
拍子，将池中锦鲤鱼跃翻腾、吞吐泡泡、
追逐嬉戏的动静水墨画卷展现得淋漓
尽致。

●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的歌仔戏《侨批》

●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优秀作品奖的歌曲《一起向未来》

●获得第十九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
星奖的合唱《彩色锦鲤》

●高甲戏剧本《外卖小哥》等12个文本创作资助项目
●“中华闽南歌，海峡两岸情”主题音乐会等16个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项目
●沉浸式文旅项目《厦门喜事》等12个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闽南非遗进校园，传统技艺新传承”等20个闽南文化进校园资助项目
●第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文化节等29个文化艺术活动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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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作品简介

27.82万户老旧小区
2025年底完成改造

提高“城中村”社区服务水平。
加强“城中村”村容村貌整治和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中村”周边
公共交通服务。到2025年，全市“城
中村”停车难、生活不便、环境脏乱
差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加快推进市、区、镇（街道）三级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立“市级-区
级-街道级-社区级”四级的城乡公
共服务设施体系，市域构建1小时都
市生活圈，各区构建30分钟城镇生
活圈，各镇（街道）按照15分钟生活
圈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

2025年底，全市完成27.82万户
老旧小区改造。

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厦门市“十四五”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规

划指出，“十三五”期间，全市建设
社区基础设施面积达 97.5 万平方
米，城市社区综合用房平均面积达
1156平方米，农村社区综合服务场
所平均面积达2000平方米左右，城
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
100%。共建成“e政务”便民服务站
440 余个，接入 22 部门 280 项自助
服务事项。在此基础上，我市提出

“十四五”期间城乡社区服务体系
建设规划目标。 记者汪燕妮

到 2025年，每千名常
住老年人养老床位数（含社
区日间照料床位）达40张，
家庭养老床位数3000张。
各区辖内镇（街道）平均建
有2个以上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全市总数不少于80
个。有条件的村（居）举办爱
心近邻敬老餐厅。在社区层
面大力发展“嵌入式”养老
服务机构，全面推广“家庭
养老床位服务+养老服务
机构+近邻服务站点”服务
模式，打造“一刻钟养老服
务圈”。

开展“四点钟学校”活动
培育一批教育特色品牌

到2025年，培育一批社区教育特色
品牌，制作20个适合老年人学习的智能
技术应用视频，组织推介“智慧助老”专
题优质工作案例10个、课程资源20门。
学校联合社区开展“四点钟学校”活动，
联合青少年宫等开展优秀民间传统技
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学习等寒
暑假托管班。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将实现全覆盖

完善城市社区15分钟医疗卫生圈
和体育健身圈，推动实现公共卫生、体育
健身、便民药房等基础设施“村村有”，基
本医疗、医保、医药等健康服务“村村
通”。加强体卫融合，完善“体卫融合示范
社区”站点网络，支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开设体卫融合门诊，为社区慢性疾病、老
年人群等制定运动处方。到2025年前，
力争新增群众身边的足球场、篮球场、健
身路径等体育设施不少于500处。提升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服务管理水平，
新建或改建一批社区智慧健身房，实现
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

“e政务”自助终端今年岛内全覆盖

完善服务统筹和即时响应机制，社
区服务设施开放和服务时间不少于每
天8小时，开通24小时线上服务，保留
必要线下办事服务渠道。推广24小时自
助服务，推动厦门“e政务”自助终端向
城市社区延伸，不断提升城市社区覆盖
率，其中思明区、湖里区2023年完成全
覆盖，集美区、海沧区、同安区、翔安区
2023年覆盖率提升至50%以上、2024
年提升至80%以上、2025年完成全覆
盖，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家门口办”。

每千名常住老年人
养老床位数将达40张

到2025年，全市各镇（街道）（3岁以
下人口规模达到1000人以上）至少建成1
所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全市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托位数达到4.5
个。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拓展0岁-3岁
托育服务。2022年-2025年，全市公办、
民办幼儿园开设托班的园所数量在现有
基础上至少按10%比例逐年递增。设立
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点，到2025年，城市社区建校（站）率达
到90%，农村社区建校（站）率达到80%。

全市每千人拥有
3岁以下托位数将达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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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两岸养老服务机构
开展培训实习见习等活动

强化厦台社区服务交流，推动
采认台湾社会工作者职业证书，开
发面向台湾社工的专门岗位，打造
一批两岸共创社会工作服务品牌。
鼓励两岸养老服务机构合作开展人
员培训、实习见习和举办研讨会、交
流会，支持引进台湾知名养老服务
集团、连锁机构在厦开展养老服务
和加入养老服务行业组织，鼓励学
习借鉴台湾养老服务领域先进培训
模式与管理机制，搭建厦台养老服
务业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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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村街道
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照料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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