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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宗琴

十年来，杏滨街道康城社区

居民数从4000余人增加至如今

的3.8万余人，越来越多新厦门人

愿意在此安家。

据悉，康城社区以党建为引

领，探索提出以“和乐汇”为主题

的党建品牌，围绕打造“康乐为

邻，爱心之城”的目标，在社区“三

共三元三化”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党建引领

小区治理新模式，发力“近邻党

建”，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社区

居民更有幸福感。

社区先后获得“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厦门市平安和谐创建示范社

区”等多项荣誉。

社区带头 共建和乐家园
2012年4月，康城社区正式

成立，4000余名居民有了“大家

长”。

“我记得当时凤凰花城等小

区都还在建设中，十年时间，我们

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人口更是增

加到3.8万余人。”康城社区原党

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延乐告

诉记者，康城社区是一个典型的

“新厦门人”聚集社区，居民

95.4%是外来人口。

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对于社

区管理者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

战。2014年，康城社区开始探索

打造党建品牌，以“和乐汇”为主

题，党员带头往前冲，与居民共治

共建新家园。

康城社区率先在康城二里试

点。康城二里小区停车场出入口

有一小块空地，此前，部分居民图

省事，时常将垃圾随意堆放在此，

不仅阻碍车辆进出，还非常影响

小区环境。康城社区在康城二里

小区成立居民理事会，广泛听取

居民意见，将该地改为菜园子，由

居民认养认管。

此外，康城二里小区里的景

观池由于排水管道受损，雨天易

积水，存在一定的卫生和安全隐

患；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没有停车

区，未设充电桩……面对居民提

出的一个个问题，社区党总支、业

委会和物业等倾听民声，与居民

齐动脑、齐动手。最终，景观池填

铺上了彩色塑胶，成了居民休闲

纳凉的好去处；整齐干净带棚的

充电停车场也落成了，规范了小

区内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停放，

让居民出行更加安全。

目前，康城社区以社区大党

委为“领头羊”，充分整合辖区内

外各类党建资源，通过“组织共

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的“三

共机制”，营造“邻里圈”和谐氛

围。

丰富活动 拉近邻里关系
“我每周一、三、五都要到社

区参加各类活动，结识了很多好

友。居住在康城社区，很有归属

感和幸福感。”康城社区居民理事

会理事长马珍珠说，退休后她就

来到厦门居住，见证社区变得越

来越好。如今，丰富多彩的社区

活动极大丰富了居民生活，拉近

了邻里关系。

康城社区成立了“邻里青年

汇”自治组织平台、“八方银龄荟”

乐邻生活平台等，还链接各类资

源，成立了志愿服务队；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以“邻里融合·互

助”为主线，积极探索“邻里互促

汇”品牌服务，倡导邻里之间开展

“邻里学”“邻里乐”“邻里帮”。

“在我们康城二里，居民们自

发出资，将小区架空层改为休闲

区，邻里隔三岔五可以聚在一起，

话话家常。”马珍珠告诉记者，不

仅如此，社区还有舞蹈、篮球、合

唱团、广场舞等十几个协会，居民

“充电”有了好去处。

此外，康城社区以节日大型

活动为载体，举行“送春联”“唱

红歌”等活动，居民从“对门不相

识”到“邻里一家亲”，关系更加

融洽。

“居住在康城，很有幸福感”
集美区杏滨街道康城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赋能社区治理新面貌

康城社区将景观池改为休闲亭，深受居民欢迎。资料图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福建

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事项公开

公示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近日印发，

明确要求要将小区公共收益、车

位管理、水电公摊等物业服务信

息在小区主要人行出入口公示，

并接受业主监督。

《实施细则》明确应当在物

业服务企业服务期内持续公示

的内容范围，包括物业服务企业

的营业执照彩色影印件；物业小

区项目经理或者负责人的姓名、

照片、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公

共停车位配建数量和具体分布

图、小区停车管理制度等信息。

记者从厦门市建设局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市建设局在殿

前街道、杏林街道试点了住宅小

区公共收益统一代理记账制度，

探索以街道为单元，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统一

交存、代理记账、及时公示的管

理模式。

当前，厦门也正在探索引入

“大物业”管理模式，推动党建引

领下无物业小区逐步实现从“社

区管”到“居民自管”再到“有物

业管”的发展新路径，持续完善

物业管理制度。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转变城市开发

建设方式，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

量，《厦门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近日发布。

《指导意见》所称城市更新，

是指对本市城镇开发边界内（重

点为城市建成区）的旧城、旧村、

旧工业区等片区进行提升改造，

从而盘活存量，补齐城市功能短

板，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实

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城市生态

修复和功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

和城市风貌塑造、居住社区建设

和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优化升级、新产业新业态融合

发展等。

根据《指导意见》，到 2023

年，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将取得明

显成效，打造一批体现厦门特色、

代表厦门水平的城市更新试点项

目；到2025年，建立健全城市更

新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支持政

策、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持续实

施完成一批城市更新项目，推动

全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城市功

能更加完善、产业空间持续拓展、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风貌特色更

加突出。

《指导意见》明确保护传承、

提升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更新方

式。历史风貌区以保护传承为

主；需要消除安全隐患、补齐民

生短板、完善产业及配套、改善

空间环境的区域，经评估不宜采

用拆旧建新方式更新的，以提升

改造为主；对于安全隐患房屋集

中成片、存在较多违法建筑、公

共基础设施不足、土地利用低

效、历史文化资源少的区域，经

评估可根据规划采取拆旧建新

方式更新。

记者了解到，2021年11月，

厦门市成为住建部首批城市更新

试点，旨在因地制宜探索城市更

新的工作机制、实施模式、支持政

策、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推动城

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和品质提

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记者

从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权属档案

中心获悉，9月10日至10月9日，

厦门不动产登记网上查询系统掌

上查询端口办件量逾万件，相比

去年同期翻了一倍。此外，自去

年9月初，我市不动产登记网上

查询系统掌上查询端口在“i厦

门”APP正式上线以来，截至目

前，办件量已突破7万件。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

权属档案中心持续优化不动产登

记网上查询“掌上办”业务，取得较

好成效。目前，通过“掌上办”“网

上办”，大部分业务已实现智能秒

办，一两分钟就能得到结果。其余

不支持秒办的业务由后台人工处

理，工作日当天即可办结。

《厦门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

打造一批厦门特色试点项目

部分不动产登记实现智能秒办

《福建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事项公开公示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印发

信息更透明 制度更完善

厦门持续完善物业管理制度。记者叶子申摄（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