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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柯小娇）近日，

厦门地铁官网发布《厦门市城市

轨 道 交 通 第 三 期 建 设 规 划

（2023-2028年）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意见征询》。记者从该环评

公示中看到，本期建设规划4个

项目，包含厦门地铁5号线一期、

7号线一期、8号线一期、9号线二

期，及配套的车辆段、停车场、车

站、主变电所等相关工程，总规模

约88公里（本规模为征求意见

稿，最终以国家批复内容为准）。

其中，5号线为东向出岛复

合功能快线。5号线一期工程起

于行政服务中心站，止于环城南

路站，线路全长35公里，全地下

敷设，设站18座，其中换乘站9

座；设欧厝车辆段一处和洪塘停

车场一处。

7号线为连接本岛与翔安的

轨道线。7号线一期工程起于曾

厝垵站，止于高崎枢纽站，线路全

长17公里，全地下敷设，设站13

座，其中换乘站7座；设高崎车辆

基地一处，与9号线共享。

8号线为西向出岛复合功能

快线。8号线一期工程起于海沧

体育中心站，止于万达广场站，线

路全长18公里，全地下敷设，设

站10座，其中换乘站8座；设穆厝

车辆段一处。

9号线为北向出岛复合功能

快线。9号线二期工程起于会展

中心站，止于嘉庚体育馆站（不

含），线路全长18公里，全地下敷

设，设站11座，其中换乘站6座；

设高崎车辆基地一处，与7号线

共享。

据介绍，以上线路的建设，对

优化城市布局结构、改善人居环

境及推动城市“公交优先”战略实

施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沧江

路快速通道工程“进度条”再次

刷新。记者从建设单位市政集

团开发公司获悉，近日，沧江路

快速通道工程桥梁桩基施工全

部完毕，该项目的施工进入了全

新阶段。

据悉，作为厦门市重点工

程，沧江路快速通道项目西起厦

漳交界，东接海景路，全长4.96

公里，分为改造段和新建段两部

分，建设内容包括改造提升原有

路面，新建高架桥、水系桥、匝道

桥等。不久前，随着3号排洪渠

水系桥最后一根桩基混凝土的

浇筑完成，沧江路快速通道工程

桥梁桩基施工全部完毕。这也

意味着项目施工进入全新阶段，

实现全面进入地上结构物施工

的节点式跨越。

记者了解到，沧江路快速通

道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建成并具

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建成后，将

作为海沧港区未来连通多个重

要码头和堆场的物流大动脉，助

力海沧港区形成高效便捷、客货

分离、交通安全的集疏运网络

体系。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厦门地铁第三期规划环评公示
含5号线一期、7号线一期、8号线一期、9号线二期等项目

厦门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系福建省首个获此殊荣城市，多项创新做法走在全国前列

沧江路快速通道工程
再次刷新“进度条”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通讯员

刘伟程 刘启国）近日，经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批准，厦门市被正式

命名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系福建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这

一称号，是城市文明程度、民生关

怀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内

城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的最高荣

誉。国务院食安委将厦门列为第

二批创建试点城市，同批参创城市

包含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东部沿

海省会城市共15个。

市委、市政府迅速部署启动创

城工作，将其列为市委、市政府“一

把手”主抓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

全面提升城市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终于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验收，成

功跻身城市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第

一方阵”。

创建过程中，厦门始终从群众

最关注、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

问题入手，潜心打好服务民生“一

张牌”，圆满完成36类79项创建

指标，创城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创城以来，厦门在省食安委对

各设区市食品安全年度考核中，均

位列第一或A级；食品评价性抽检

总体合格率达99.5%，高于全国、全

省平均水平。第三方机构测评结

果显示，厦门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

达91.7%，在国务院食安办中期评

估中列为同批城市首位。

去年以来，国务院食安办首次

组织对第二批参创城市进行全面评

审。厦门因创建工作全面扎实、亮

点颇多，特别是社会共治、供厦标准

体系建设、智慧监管等多项创新做

法走在全国前列，综合成绩优异。

创食安示范城 厦门亮点频现

厦门持续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食品来源去向可追溯。

亮点1
52个供厦标准
引领食品供给品质提升

致力于为市民提供更安全、

更优质的食品，厦门对标港台，欧

盟、新加坡等国内外先进标准，以

米、面、肉、食用油等关系民生的

大宗食品为重点，制订了高于国

家标准的供厦食品安全标准。截

至目前，厦门已发布52个供厦标

准，农村集体聚餐管理导则、现制

现售饮料卫生规范、分餐规范等

均为全省首创；累计806项指标

严于国标，平均每个农产品标准

有30项安全指标严于国标，达到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准。共

有九项供厦标准入选2022年度

厦门市优秀团体标准，以更高标

准引领食品供给品质提升。

厦门申请注册的“鹭品”公

共品牌，成为供厦食品专用标识

和首个厦门市全域公用品牌。

目前，全市已有35家企业的312

种产品通过评定，加贴“鹭品”标

识上市销售，让厦门市民吃得安

心，也倍感骄傲。

亮点2
55万种食品
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厦门已建成全市统一的食

品安全信息追溯统一平台，

10.81万余家经营主体的55.49万

种食品纳入管理，实现来源可

溯、去向可追，预包装食品追溯

数据量居全省首位。厦门还率

先在全国实行进口冷链食品“一

口申报、一码通行、一网追溯”制

度，率先在全省建立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仓，实行“批批检测、

件件消毒”，最大限度阻断疫情

“由物传人”风险。

全市公立学校、医院、养老院

食堂以及重点酒店、集体用餐配

送单位、中央厨房，共655家单

位，实施“雪亮厨房”建设，以视频

方式向公众展示后厨操作情况。

亮点3
破解“三小”难题
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

“三小”餐饮类型，一直是食品安

全管理难点。为了破解这些难

题，厦门通过财政补贴、出台全省

首个小作坊卫生规范、为小作坊

投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等方式，推

动创建了45家小作坊示范点；全

市各区设置食品摊贩集中经营区

域40个，容纳摊位711个，并在学

校周边200米范围划定摊贩禁止

经营区域，要求小摊贩定点定区

经营，改变食品摊贩无序经营状

态；全面开展无证餐饮综合整治，

因地制宜推动小餐饮改善经营条

件，促其达到获证条件，目前全市

获证小餐饮9000多家、镇街核准

登记小餐饮1116家，促进小餐饮

获证率达99%以上。

此外，厦门率先在全省开展

食品检查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

设，全面打造专业化监管力量；率

先在全省建立食品安全公共责任

险制度，并建立厦门市信用信息

管理与公示平台，实现分类精准

监管，强化食安风险管控。厦门

还以宣传共治为载体，构建食安

多元治理格局，近三年来，“食安

斗阵行”活动、农村集体聚餐和

“小饭桌”共治模式等连续入选全

国市场监管领域社会共治十大优

秀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