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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张晓霏

日前，厦门日报社“工商银行

杯”第21届读者节暨2022年“嘉庚

文化周”与读者相约。活动通过一

系列精彩而有意义的活动，进一步

挖掘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

在嘉庚故里集美，有这样一

块“文艺范”生活的乐土——大

社。这里充满历史底蕴、侨乡风

情，保留着传统的村居模式，又因

为背靠集美学村，始终向年轻人敞

开着，新旧碰撞，融合再生。本地

人在此怡然自足，外来客也以此为

乐土，创造理想生活。

走进大社，一股鲜活的生活

气息扑面而来。戏台旁的海蛎炸

和沙茶面等传统风味小吃店升腾

着闽南市井烟火气。祠堂和庙宇

依旧香火鼎沸，屋前庙后多的是晒

太阳的本地老人。而近几年，各式

红砖古厝、南洋侨房经由年轻人一

盘活，变成了书店、咖啡馆、小酒

吧、民宿等创意空间，涌现的“网红

店”双手都数不过来。

宫庙后巷子里的兑里厝工作

室就是由老宅改造的，主理人张明

珍是东南乡建的创始人，他来过几

次大社后就被吸引了，索性将自己

的工作室从写字楼里搬了过来。

他说，来到大社后，无论工作和生

活的状态，都变得比以前放松了。

“大社虽然处在城市里，这一块却

保留得非常完整，人情味、烟火气

很足，这也是大社吸引我的地方。”

张明珍说。搬到大社之后，他喜欢

在工作间隙到街巷里闲逛，与当地

人闲聊，有时候设计的灵感就在这

些细节中产生了。

近年来，随着大社打造“文创

旅游街区”形象，街巷愈发干净有

序，公共基础设施愈发完善。街道

与社区等部门也大力打造嘉庚故

里“近邻文化”，通过为民办实事，

提升社区民众的生活幸福感。这

些举措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老居

民以更平易近人的心态接纳新居

民、新事物，一起享受新旧融合的

大社新生活。

大社的房租对有想法的年轻人

来说较容易接受。集美街道综合服

务中心副主任薛兆镰说，几乎每天

都有朋友请他帮忙在大社找房子，

带院子的房子更受青睐。薛兆镰表

示，大社文化底蕴深、烟火气息浓，

这两年爆红的“十里长堤”也将热度

带到了大社。去“十里长堤”露营、

野餐，再到大社体验文艺市井生活，

成为很多人游集美的必选项。

商业味不浓，生活范很足，是

大社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传统小

店，还是新的业态，对很多业者来

说，商业收益并非扎根大社的首要

目的。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惬意

和松弛的生活。而大社，正好让他

们的理想照进了生活。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11月

23日，“留厦来·更精彩”引才推

介会暨集美大学专场招聘会顺

利举办。本场活动由市委组织

部、市人社局和集美大学联合主

办，市人才服务中心、市高层次

人才发展中心、集美大学学生工

作部承办。

这场推介会不仅仅面向集

大学生。主办方在推介会现场

开启大型直播，让无法前往现场

的高校学生通过网络渠道了解

厦门的引才政策和就业环境。

直播还特邀亿联网络、立达信、

瀚天天成、快乐学习等参加现场

招聘会的优质企业代表倾情

“职”播。据悉，这也是我市首次

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推介活动。

推介会上，市人才服务中心

还与集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签

订《校地访企拓岗暨毕业生来厦

就业合作协议》，就下一步促进

校地合作，实现人才输送、招聘

对接、政策推介及信息共享等方

面达成战略合作意向。

活动当天，主办方还在集美

大学配套举办了专场招聘会，近

150家用人单位纷纷到场招聘。

阵容强大，“三高”企业占69.5%，

提供了各类优质岗位近680个，

人才需求总量超过5500人，平

均薪资约8000元。“我们希望能

够招聘到有持续学习意愿以及

具有主动性、坚韧性的学生。”厦

门亿星软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经理施淑华说。

为扩大对接范围、提升成

效，主办方还在厦门人才网

（www.xmrc.com.cn）同步启动

“选择厦门、书写精彩引才推介

（集美大学站）”专场网络招聘

会，截至目前，累计吸引210余

家单位（包含线下参会单位）参

会，提供岗位近900个，需求人

数逾6600人。

晨报讯（记者张玲玲）昨日，

市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

通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了《厦门经济特区粮

食安全保障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将于2022年12月1日起

施行。这标志着我市粮食安全

保障制度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规定》共7章38条，以完善

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目标，围绕

粮食安全的工作机制、生产保

障、储备保障、流通保障、应急保

障、监督管理等内容进行制度设

计。其中，在强化储备能力建设

方面，在2020年、2021年连续两

年增储的基础上，我市根据第七

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数据，及

时调整储备粮规模，今年再增储

5.7万吨，达39.3万吨，提前完成

省下达的增储任务，并确保足额

充实到位。

另外，我市发挥各类粮食经

营者优势，积极引导和支持粮食

经营者建立社会责任储备也被

写入法律。这项创新储备形式，

是我市除政府储备外，对社会储

备的大胆探索，形成功能互补，

完善我市的粮食储备能力。

晨报记者宗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

治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

领。”

为做好“政治引领”工作，集

美区把做好新阶统战工作作为

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实践的重要

抓手，形成“三种机制”，突出“三

化标准”，用好“四个平台”，做到

“组织起来，发挥作用”，扎实推

进新阶统战工作创新实践创新

基地和新阶联谊会组织建设。

目前，集美区已成立1个区

级新阶联谊会、6个镇（街）级新

阶联谊会、3个市级新阶统战工

作创新实践基地、1个市级新的

社会阶层组织党建统战融合发

展示范点、6个区级新阶创新实

践基地。

“目前，我们有区新阶会员

77人，镇街新阶会员116人。这

些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才

精英。”集美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联谊会会长徐干远说，集美区

新阶联着眼于新阶人士的成长

需求，发挥辖区新阶人士的企业

管理、网络传媒、金融法律等专

业优势，构建共同成长、共同进

步的学习成长平台，为集美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助力加码。

徐干远介绍，通过新阶联这

个平台，他们常常会开展路演沙

龙、理论培训班、主题教育、志愿

服务等活动，为党外人士提供更

多的交流机会，让他们能够找到

组织、找到“家”。

同时，通过在新阶联的成

长，新阶人士也可以发挥更大的

社会力量。目前，新阶人士有

18名区政协委员、5名双百人

才。集美区新阶联还编辑出版

了《扬嘉庚风、连两岸心——集

美新阶风采》，收录23名新的社

会阶层代表人士与集美共成长

故事，更好发挥代表人士引领作

用。

“前不久，我们组织了新阶

联会员观看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接下来我们还将策划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徐干远说，比

如将举办“诵读新时代”活动、

“专心跟党走”主题亲子活动、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座谈

会等，进一步加强新阶人士对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理解，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

文艺乐土 让理想照进生活

“留厦来·更精彩”引才推介会暨集美大学专场招聘会举办

150家单位人才需求超5500人

我市今年储备粮达39.3万吨
《厦门经济特区粮食安全保障规定》于12月1日起施行

发挥新阶人士力量
助力集美高质量发展

翔安粮库三期工程
明年开工建设
晨报讯（记者 张玲玲）为着

力推进我市粮食储备仓储设施

建设，我市加快推进翔安粮库三

期工程建设。该项目总投资6亿

元、占地120亩、仓容达22万吨，

将建成应用先进信息化技术和

绿色生态储粮工艺、代表行业先

进水平的大型现代化粮库。该

项目计划明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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