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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吴斯婷）在中

山公园西侧、新华路43号附近，

绿树掩映之下，有一段古城墙静

静卧在小山坡上。这里是厦门古

城墙遗址，市市政园林局等部门

正积极策划在此建设厦门城遗址

公园。

继去年底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

我市公园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后，昨日召开的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进一步听取

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我市公园管理工作情

况的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

今年，厦门将新建、改造提

升公园绿地90公顷，打造特色

精品公园 6 个、“口袋公园”24

个。新建改造公园在保证公园

绿地率的前提下，将持续完善无

障碍、适老化、儿童游乐、运动健

身等设施。

一边呼吸公园里的新鲜空

气，一边运动健身。近年来，市市

政园林局、市体育局等相关部门

持续推进健身设施入公园。

当前，高崎水质净化厂和前

埔水质净化厂上盖建体育设施正

在有力推进中，园博苑北片区正

在建设健身步道，集美侨英中央

公园北区计划新建健身设施及运

动广场，同安新城西河路带状公

园计划新建跑步道、健身区、篮排

球场等。此外，“国球进公园”活

动继续大力推进中，今年计划在

不争公园、湖里公园、黎安公园等

新增乒乓球桌。市市政园林局正

在积极策划海湾公园增设体育设

施及林下空间梳理改造项目，增

设公园跑步道，引入多功能运动

设施。

在公园的建设和提升中，厦

门还注重挖掘保护本土历史文

化。比如，针对中山公园西侧的

厦门古城墙遗址，市市政园林局

等部门正积极策划建设厦门城遗

址公园，在保护好文物的基础上，

突出厦门特有的所城文化、海防

文化。

本次市人大常委会还将对研

究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今年

以来，市住房和建设局、市重点

办加快推动项目建设，不断扩大

有效投资，我市重点项目第一季

度加速推进。

产业类项目方面，近日，芯

阳微电子研发及智能制造项目、

吉门保险丝项目开工建设。其

中，吉门保险丝项目位于海沧

区，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用地

面积2.8万平方米，主要用于生

产汽车保险丝，达产年产值将达

4亿元。另外，华纳时尚花园创

意空间项目开工建设。厦门海

隆码头有限公司厦门港海沧港

区20#、21#泊位 6#仓库工程项

目竣工。厦门软件园三期（西片

区）、厦门西海湾邮轮城项目、轨

道 2 号线湿地公园上盖项目

（TOD）、厦门海峡成功大厦项目

等一批产业项目加快推进，为我

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

社会事业类项目方面，象屿

智慧供应链产业园停车场、公寓

配套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位

于海沧区，总用地面积约1.3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2万平

方米，建设内容包括保障性租赁

住房（公寓）、商业、公共停车

楼。上月底，同翔高新城翔安片

区鸿渐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工建

设，项目总投资3.988亿元，办学

规模60班，其中小学24班，初中

36班，共提供学位2880个，项目

计划2026年2月竣工，2026年9

月投入使用。厦门市妇幼保健

院集美院区、厦门大学海韵园二

期、海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祥露小区等一批医疗、教

育、住房项目加快建设，持续改

善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满足多

样化民生需求。

城乡基础设施类项目方面，

不久前，港中路与东渡铁路货运

专线节点工程、海沧鳌冠大道工

程开工建设。厦门第三东通道

（厦金大桥厦门段）、沈海高速杏

林互通及接线工程（灌口中路-

国道324复线段）、国道324（纵

二线）厦漳界至凤山段工程、翔

安机场快速路（大嶝岛段）工程、

浦声水闸工程、厦门市溪头水库

配套原水工程（同安东路至翔安

北水厂段）等一批城乡基础设施

项目加速推进，进一步提升城市

基础承载能力和运行保障能力。

晨报讯（记者彭怡郡）为优

化排水应急抢险队伍能力，提

高城市内涝应急处置水平，近

期，厦门市水务中心排水防涝

应急抢险基地正式挂牌启用。

基地启用后，市级排水防

涝应急力量分布更加优化，应

急抢险效率显著提升，人员日

常演训提质增效。

目前，厦门市水务中心旗

下的市政救援队集合了多种专

业人员和应急设备，承担城市

排水应急抢险工作。应急队伍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处

于战备状态。现有应急抢险人

员57人，配置有10部大型特种

应急车辆。

接下来，市政救援队将常

驻厦门市水务中心排水防涝应

急抢险基地，开展人员日常培

训和应急值守，确保遇到紧急

情况时第一时间反应处置。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市资源规划局制定印发《厦

门市2024年地质灾害防治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2024

年，我市将全面推进实施《厦门

市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

划》；开展地质灾害汛前排查、

汛中巡查、汛后复查的年度“三

查”工作；完成莲花镇白交祠村

滑坡点搬迁避让；实施完成13

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等。

《方案》明确，截至今年3月

13日，全市共有地质灾害隐患

点74处，危险性、危害性较大的

地质灾害隐患点有2处。全市

应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的镇（街）、

单位有12个、行政村（居委会）

等有30个。新发生地质灾害险

情灾情，要落实责任人并及时列

入地质灾害隐患点清单化管理。

我市策划建设厦门城遗址公园
厦门将大力新建改造公园，拓展公园运动空间

市重点项目第一季度加速推进

海沧鳌冠大道工程效果图。

厦门古城墙将建成厦门城遗址公园。资料图

启用基地
优化城市防涝应急力量

发布方案
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能力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随着

老龄化程度提高，养老成为人民

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昨日下

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对厦门市机构养老工作

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为推动市场化养老机构健

康发展，更好满足不同老年群体

的养老照护需求，我市鼓励养老

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全市45家养

老机构有42家可提供医养结合

服务，34家机构开通医保结算。

特别是符合条件的我市户籍老

年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70岁

以上患慢性病行动不便或重度

残疾患者），入住机构的部分床

位费可纳入医保报销结算，这一

政策是全省唯一、全国少有的。

针对进一步优化养老机构

布局，我市将加强养老机构用地

规划和保障。例如，岛内老城区

老年人口密集，思明区汇聚了全

市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养老床位

需求较大，就更需要加强专项规

划的落实；同时，针对老年人大

多希望在家门口就近养老的心

理需求，在老年人集中的区域设

置更多“嵌入式”养老服务机

构。在机构养老服务覆盖面还

无法覆盖的老旧城区，通过加强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的建

设，满足居家老年人的养老服务

需求。加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完善社区养老服务

网络、加强居家失能老年人

照护。

目前我市养老机构普遍存

在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对此，

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出台补

助办法，设立入职奖励、学历继

续教育补助、职业技能等级提升

和稳岗奖励、职业技能等级培训

补助、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补助等

专项奖补措施。

入住养老机构
部分床位费可纳入医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