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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张晓霏通讯员王相君

昔日违法搭盖的地方变成了

崭新的沿街店面、宽阔的停车场、

文化创意街区；新的乡规民约共

建共享有温度、有活力的融合社

区新生活……在集美区杏林街道

的高浦、杏林两个社区里，每天都

在发生着喜人变化。如今，两个

社区正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宜

居、宜业、智慧、和谐的新家园。

高浦社区
海防古城华丽蝶变

走进高浦社区，浓厚的历史

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历史上，这

里曾是人文蔚起、市井繁华的军

事和文化古城，有“鹤浦”的雅

称。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进程

中，以古老而厚重的人文底蕴为

土壤，高浦社区迎来新的蜕变。

记者看到，以聚焦文化定桩、

传承海防文脉为重要支点的文创

广场正在如火如荼施工中。这里

原来挤满了成片违建，街道工作

专班同社区攻坚数月，成功拆除

并腾出16488㎡空间，全力打造

以海防文化为主题的文创广场。

如今，双层的闽南红砖海防馆已

竣工，正在精细化进行院落布置。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看海景、

吃海鲜、学海防文化已是当前高

浦社区的IP亮点。未来，海防馆

将实现智慧导览、虚拟漫游，打造

成为集海防历史、文化、军事、体

验为一体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意识

教育基地。

在高浦社区内，除了众所周

知的海防文化外，还存在着多元

文化印记。如厦门第一座基督教

堂“露德圣母堂”、推动“海丝”发

展的《海国闻见录》作者陈伦炯祠

堂等不可移动文物12处、历史风

貌建筑25处。未来，高浦社区将

严格贯彻“全域、彻底、科学”的城

中村治理理念，通过多方协同、渐

进更新的方式提炼突出亮点、串

珠成链，打造高浦文创广场、闽南

剧创园、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古坊

市集等业态空间，深度挖掘呈现

当地文化，让整个高浦社区成为

闽南活态人文博物馆，在实现群

众宜居宜业的同时，进一步满足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杏林社区
打造有活力的融合社区

“欢迎你们来到杏林社区，希

望这里成为你们温馨、舒适、信赖

的家园。诚挚邀请你们提出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一起融入当地文

化、遵守乡规民约、共建和谐文明

的美丽家园。”在杏林社区的居民

群里，租住在这里的小林看到社

区发出来的一封信和充满人性化

的乡规民约，心里觉得暖暖的。

杏林社区因为紧邻园博苑、

杏林村和杏锦路，因而被称为集美

区进岛第一站，也成为许多来厦奋

斗拼搏的人的第二家园。通过城

中村现代化治理，为本地居民和外

来人口打造一个交通便利、宜居宜

业、有温度活力的深度融合社区，

成了杏林社区最大的愿景。

经过群策群力，新的改变已

经发生。目前，在完善基础设施

的基础上，杏林社区聚焦空间梳

理、强弱电整治、市政配套、环境

提升、消防设施、公共服务、大物

业管理、智慧管理、文化传承、产

业提升等十个方面内容，全力提

升居住环境和品质。

杏林社区还充分利用处于交

通枢纽节点的优势，大力提升周

边商业价值。以苑东路为试点，

杏林社区逐步清理废品收购站、

小作坊等不适宜城中村发展的业

态，并结合轨道交通及地铁上盖

项目，聚人气、增收入，力促杏林

社区产业提质升级，实现“环境

美、百姓富”。

古城迎新生 乡规聚民心
集美区杏林街道高浦社区、杏林社区大力推进城中村现代化治理

建设中的文创广场。

晨报讯（记者陈翠仙）日前，

“福建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对

话”研讨活动在厦门大学举办，

业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索新

质生产力有效发展路径，推动产

学研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文

旅经济。

在主题演讲环节，多位知名

专家围绕文旅新质生产力主题

发表精彩观点。省内外专家还

赴胡里山炮台开展实践研讨，现

场交流智慧监控、幻影成像、4G

影院与5G应用技术成果，为深

化文旅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

认识和实践应用拓宽视野、打开

思路。

为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

作，咪咕新空文化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与厦门大学签署《大学

生就业实习基地合作意向书》，

双方将在人才输出、学生实习、

创新创业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合

作，助力福建文旅新质生产力

发展。

主办方表示，此次研讨活动

展示了福建发展文旅新质生产

力的成效，也为福建文旅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晨报讯（见习记者 林舒凡
记者 潘薇）18日下午，思明台胞

驿站莲坂联谊点在河马医生莲

坂店正式启动。思明区两岸婚

姻家庭成员及台胞台属、嘉莲街

道居民及社区工作者等参与启

动仪式。

活动现场，河马医生口腔门

诊部的郭景隆和罗彩云作为两

岸婚姻家庭的代表，分享在厦门

携手奋斗的故事。郭景隆和妻

子罗彩云因为医学而相识，结婚

后决定到厦门发展。登“鹭”之

后，两人的事业逐渐稳定，也在

厦门感受到了温暖。

据介绍，思明台胞驿站莲坂

联谊点以妈妈加油站为联谊基

础，旨在打造两岸家庭沟通交

流、增进情谊的温馨港湾。作为

服务台胞的窗口，莲坂联谊点将

为嘉莲街道的台湾同胞们及时

传递准确的资讯，帮助他们了解

惠台政策。

思明台胞驿站莲坂联谊点

召集人赖正兴表示：“期待两岸

同胞凝聚合力，共建温暖大家

庭。携手发展，走向美好未

来。”

晨报记者刘宇瀚

“你好，我们楼道的电灯泡坏

了，上下楼不安全，能赶紧安排人

员来修吗？”

接到小区居民的电话后，与

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厦港新村

5-1号签订物业共享协议的立信

物业值班人员，立即安排专业人

员上门进行维修。

那么，“共享物业”模式是如

何运作的呢？

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地处老

城区，老旧楼栋占多数，物业服务

企业不愿接管。在这些老旧小区

里，厦港新村5-1号是一个典型

的“无物业”微小区。小区内有3

栋居民楼，共计 36 户，因小区面

积小、物业收费少，没有物业公司

愿意进驻，多年来缺乏专业管理。

2023年，该小区进行了老旧

小区改造，优化了外立面、雨污管

网，公共路面、休闲室等。经过努

力，小区的“老年病”被治愈。然而，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小区设施无人

维护、小区保洁无人负责管理……

由于没有物业管理，居民遇到问

题首先想到的便是找社区。

如何让小区治理实现长效管

理并形成闭环呢？对此，巡司顶

社区党委书记叶晓军想到可以推

行“共享物业”新模式，借助临近

小区内的成熟物业公司，通过资

源共享让无物业小区拥有共享

“管家”。

之所以说是新模式，是因为

巡司顶社区之前曾在辖区内试点

过共享物业，此番举措的创新点

在于由社区出面，社区党委与小

区业主、物业公司共同签订协议，

保障服务质量。

在巡司顶社区党委的引导

下，厦港新村5-1号居民自治小

组召开业主大会，大家一致同意

采用“点单式”模式，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和需求，有选择性地购

买立信物业的服务项目，避免不

必要的服务开支和资源浪费。

“自从社区引入‘共享物业’

后，小区环境一天比一天好，还有

其他小区的居民来我们这里打听

‘共享物业’新模式呢！”厦港新村

5-1号居民吴珍媚说。

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期待涌

现出更多类似“共享物业”的创新做法，

让更多老旧小区享受发展红利。

“共享物业”为老旧小区解忧

厦港新村5-1号引入“共享物业”。

专家共话文旅新质生产力

思明台胞驿站增联谊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