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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佩珊

3月的乡村草木繁盛，3月的

“三下乡”活动同样充满了生气和

活力。多支“三下乡”小分队陆续

走进乡村，开展各类惠民活动，把

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把实用

科普知识送到村民们当中。

基层宣讲听故事学理论
从为何要坚守中华民族的精

神独立性到如何传承厦门文脉，

从电影《长津湖》到厦门包括同安

深厚的文化历史资源……3月26

日上午，市委讲师团团长曹远洲

走进莲花镇，为该镇各部门负责

人、各村居宣委上了一堂生动有

趣、深入浅出的理论课。

这是一堂有高度、接地气的

课，就如何挖掘、传承莲花镇的优

秀传统文化，曹远洲结合舞蹈《只

此青绿》、网红李子柒、榕江“村

超”、曹县汉服等案例开讲，鼓励

莲花镇以当代人视角、现代方式

诠释传统历史文化，运用新技术

新手段，激发基层文化创造创新

动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次理论课

给了大家很多启发。

“莲花镇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莲花人

要有坚定的历史文化自信，通过

多种形式来宣传我们的自然风

光、民情风俗、传统工艺等，讲好

莲花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

莲花镇，推动莲花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莲花镇党委宣传委员吴荣

辉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市委讲师团柯雯

琼老师正在该镇的窑市村里和村

民们分享好家风好家教的意义和

内涵。她细数在好家风好家教中

成长起来的历史名人，也列举了

因家风家教败坏而走上歧途的反

面典型，让村民们从中感悟好家

风好家教对家庭、对社会的重大

影响。

记者了解到，本月初，市委讲

师团三级调研员刘宏宇走进军营

村进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厦门实践》理论授课，正式开启了

今年“三下乡”理论宣讲进乡村活

动序幕。

基层宣讲是打通党的创新理

论传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渠

道。为了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千

家万户，做到入脑入心，市委讲师

团深入乡村组织开展理论宣讲活

动，选题上聚焦村民需求，结合村

民实际，紧扣经济社会生活热点

焦点，从村民身边事、关注点讲

起；表达上突出大众化通俗化，通

过讲故事、说道理，帮助村民明理

识势，引导村民积极向上向善、团

结奋斗，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美好

生活。

科普宣传服务春耕备耕
3月20日，市科协科技下乡

志愿服务队走进集美区侨英街道

兑山社区，以春耕备耕农业农村

工作为主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就春耕农资储备、农技服务、农产

品质量安全、农作物种植及病虫

害防治等相关工作进行科普宣

传；同时，开展法律咨询、义诊等

服务。

本次下乡小分队集结了市科

协、集美区科协、侨英街道、市农

技协、市药学会、市反邪教协会等

多家单位。志愿者们将活动区分

为健康义诊区、综治区、农业技术

咨询区、法律科普区等区域，设置

了猜谜、答题等趣味互动活动。

居民们积极参与有奖答题，领取

科普材料。医疗专家开展义诊活

动，为村民提供健康指南；法律专

业志愿者开展涉农法律援助，帮

助村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农业

技术“大咖”为村民解答农资农技

方面的问题。

志愿者们还根据当地的村民

需求和种植特色，举办农业技术

培训，介绍龙眼产业现状及优新

品种。农技专家开展理论授课，

还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讲解。

来自兑山社区的40名种植专业

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理论宣讲进乡村 科技服务到田头
本月厦门多支“三下乡”小分队开展各类惠民活动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
创新应用基地揭牌

智慧交通产品
破解交通难题
晨报讯（记者彭怡郡通讯

员 齐铭）昨日，厦门市公安交

通管理局联合创新应用基地

（以下简称“联创基地”）正式揭

牌，将为市民提供更多智慧交

通新产品。

2022年11月，厦门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牵头，联合优秀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立

联创基地。交警支队从业务需

求出发，发布研究课题。各企

业依托自身优势，共同参与课

题研究，解决交通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联创

基地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

目前已有华为、百度、美亚柏科

等51家单位进驻。

联创基地内，交管情指行

一体化平台已投入运行。该平

台融合气象数据、易涝点、事故

及路况等信息，构建“闻汛”大

数据预警模型。暴雨来临前，

平台可提前预警各易涝点风险

等级，精准发布信息，降低恶劣

天气对交通带来的破坏力。

晨报讯（记者 陈嘉汶 通讯

员王亮）清明将至，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

合开展厦门市“铸魂·2024·清明

祭英烈”活动，推动社会各界更

多群众走进烈士陵园，使烈士纪

念设施更好地发挥红色教育主

阵地作用，努力营造崇尚英烈、

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

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

昨日上午，市级“百园千校

清明祭英烈”活动启动仪式在

厦门烈士陵园举行。活动现

场，厦门市实验小学学生代表

集体朗诵，大同中学学生代表

献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烈属代表讲述先烈故事，师生

参观烈士事迹户外展，学习感

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厦门

籍和在厦门牺牲的有名可考并

收入《烈士英名录》的烈士共有

2310位。厦门烈士陵园安息着

1063位革命先烈。

即日起到4月10日，全市全

面开展“百园千校清明祭英烈”

活动，大中小学在校师生，机

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

界群众将走进烈士陵园开展集

中祭扫活动。4月3日前，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军地携手

“传承英烈精神”进校园活动，

各区相应开展军地携手“传承

英烈精神”进校园活动。

清明节前，我市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还将通过上门、电话

联系、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走访

慰问烈属，协调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父母

的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可以使用

子女的住房公积金了。日前，厦

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台新政，

自2024年3月25日起，我市住

房公积金进一步支持老旧住宅

加装电梯等改造。

按照政策，缴存人及其配

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本

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在本市老

旧住宅加装电梯或老旧电梯更

新改造，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

加装电梯或电梯更新改造的个

人出资额。

市住房公积金介绍，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

发展工程，之前我市老旧住宅加

装电梯仅支持产权人本人及其

配偶提取住房公积金，而有加装

电梯需求的多为未交公积金的

老年群体。政策支持范围扩大

后，缴存人本人及其配偶可提取

住房公积金，用于本人、配偶及

双方父母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或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可减轻群众

资金负担，促进城市老旧小区改

造升级，助力群众改善居住条

件，扩大惠民政策受益面。

厦门市“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活动启动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市民群众可参与网络清

明祭扫，进行点烛、留言、献花

等纪念活动。参与方式：

1. 通过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官方网站“厦门市烈士纪念

设施电子地图”专栏或网页

http://xmlslymap.ark.cc:10765/

进入具体烈士纪念设施参与

祭扫。

2. 通过点击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电

子地图”进入具体烈士纪念设

施参与祭扫。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台新政，进一步支持老旧住宅加装电梯等改造

父母住宅装电梯 可用子女公积金

市委讲师团成员走进莲花镇开展理论宣讲。记者叶嘉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