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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张晓霏）近日，

记者从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了

解到，位于园博苑教育岛西侧的

儿童乐园基本完工，进入验收阶

段，预计本月15日前竣工验收。

它将成为集美区最大的儿童乐

园，未来将向市民免费开放。

集美儿童乐园项目位于园博

苑教育岛西侧儿童活动区，项目

占地3.4万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

积1185.35平方米。儿童乐园与

集美新城市民广场、杏林湾商务

营运中心隔水相望。

儿童乐园是园博苑教育岛项

目的建设核心，按不同主题规划

为三角梅栈道、泡泡鱼浅滩、龙舟

溯流、知识之城、海滩市集、彩虹

丘陵、太阳动力工厂等七大区域，

并配备多人跷跷板、彩虹蹦床、亲

子鸟巢秋千、旱喷水车、IP沙子迷

宫以及互动类的太空行走、月球

漫步等近30项儿童游乐设施。

公园根据玩法特色，设置了

花蔓廊道、知识之城、泡泡浴浅

滩、龙舟溯流、海滩市集等七大主

题游乐区，近200个无动力游乐

设施，适合各年龄层儿童游玩。

此外，项目在改造提升过程

中还结合教育岛自身资源优势和

儿童乐园的布局，对水系、环境、

夜景等进行了再提升。

走进儿童乐园，记者看到园

内的儿童游乐设施已全部安装调

试完毕，园路广场铺装、景观绿

化、公共配套等工程也已完工。

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代建一部

贾小飞告诉记者，目前项目已经

完成预验收、相符性验收、观感验

收，预计15日前竣工验收，同步

正在办理移交，预计月底完成移

交工作，整个项目的场地及设备

将移交给园博苑进行管理。

晨报记者张晓霏

近年来，在厦门，不少乡村

图书馆应运而生。其中，除了政

府主导设立的社区图书馆之外，

还出现了不少民间人士自发建

设的公益乡村图书馆。这些图

书馆多以陪伴乡村孩子、传播知

识、发展乡村文化为使命，免费

服务周边人群。

拥有以嘉庚精神为代表的

“一精神三文化”独特人文基因

的厦门集美尤其注重以文化

人。不少民间力量在嘉庚精神

感召下，在集美区乡村创办了

公益图书馆。2017 年，后溪港

头村的颜钰棚将自家车库改造

成萤火虫公益图书馆，为村里

的外来务工子弟提供一片精神

乐园；2019年，灌口李林村的蔡

妙香把自家房屋改造成24小时

对外开放的公益图书馆，以陪伴

式的运营方式，让村里的孩子培

养阅读习惯；今年，在灌口东辉

村又有一座荒废的老厝被改造

成公益图书馆，主理人珍珍希望

为乡村留守儿童创造一个丰富

的精神世界，给他们一份温情的

成长陪伴。

这些公益图书馆的出现，让

我们看到了在乡村振兴大潮中，

越来越多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

乡村图书馆的创建和运营中

来。据记者了解，集美区的这几

个乡村公益图书馆更类似一个

扎根乡村的“文化客厅”，在乡村

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除了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源

和安静的阅读空间，这些公益图

书馆创办者同样注重以精神引

导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他们

联结各方志愿力量，策划各种各

样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有机会

接触到课堂之外的知识，开阔眼

界；或是培养小馆长，让孩子们

参与到图书馆管理运营中，获得

锻炼机会。

这类公益图书馆，一般规模

不大，只有上百平方米的空间、

上千册藏书。虽然在藏书量、开

放时间、管理方面远远不能和真

正的大型图书馆相比，但它们却

实实在在为乡村的孩子们提供

了一个精神乐园，就像萤火虫照

亮夜空。

如何才能让这些乡间的“萤

火虫”持续发光，为乡村振兴赋

能？这是公益图书馆运营者们

都面临的问题。

创建初期，这些图书馆的运

营经费多来自个人或社会捐

资。但是要想持续经营，增强

“造血能力”才是长久之道。目

前，不少公益图书馆运营者正在

进行探索，一方面持续联结社会

各方公益力量，为图书馆提供志

愿服务，另一方面以商业反哺公

益，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以东辉村的爱故乡书屋为

例，目前阅读空间只在周末对外

开放，其他时间可以摇身一变成

为咖啡馆、茶室，也可集结一些

文创好物，变成一家充满特色的

文创商店，以这些商业运作带来

的收益，来补贴房租、水电以及

其他运营支出。

公益图书馆要想长久发展，

还需扎根乡村，因地制宜，和当

地村民水乳交融，让公益图书馆

成为村民自发维护的“大家的图

书馆”。在这一点上，集美区的

乡村公益图书馆正在进行探索

和尝试。比如，请本地村民当馆

长，以爱心感召更多人；又如培

养村里的“妈妈”成为图书馆志

愿者，为赋闲在家的主妇创造价

值感，提供“精神土壤”。

这一个个行动看似微小，却

如一场场春雨下在乡村的某个

角落。相信未来这些乡村文化

力量会越来越强大，如星星之火

燎原，为乡村文化振兴赋能。

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 通讯

员 夏一保）厦门市2023年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

民医保”）集中缴费进入倒计时。

记者从厦门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根据国家和福建省统一部署，自

2023年1月1日起，我市医保年

度调整为按自然年度执行，即从

原来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

日调整为每年1月 1日至12月

31日。居民需在2022年11月1

日至 12 月 31 日完成明年全年

（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的居民医保个人缴费。

2023年厦门市居民医保个

人缴费标准为430元/人，财政补

助为 770 元/人，合计 1200 元/

人。参保人可使用银行一卡通委

托代扣、医保家庭共济账户代缴、

银联在线缴费等方式缴费。学校

或居（村）委会在上述缴费时间期

限内统一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

根据我市近日出台的《厦门

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施细则》，

参保人在集中缴费时间内完成缴

费，可自次年1月1日起享受居

民医保待遇。超过集中参保缴费

期，符合参保条件的城乡居民可

以中途参保，按全年个人缴费标

准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但中途

参保的人员与正常参保人员待遇

享受存在差别，一方面待遇生效

时间不同，另一方面会影响连续

参保时间计算（未成年人、在校学

生、医疗救助对象除外）。厦门市

医疗保障局提醒，为避免影响参

保人的医保权益，请还未参保的

居民及时参保缴费。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 通讯
员 郑金雄）12月9日，全国第一

个中国式现代化法律文化传播学

社在厦门大学成立。

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党委

副书记徐进功希望同学们通过该

平台不断加强自身对法治理论的

培养深度、法治思维的训练广度

和法治精神的孕育温度，努力成

为德法兼修的新时代法治人才。

法律文化传播学社首任社长

林晏泽同学表示，学社积极参加

各类学科竞赛或项目，通过相关

法治传播典型案例分析、媒体传

播观察、街头普法实战训练等全

景方式，构建跨学科跨学校跨地

域的法治传播共同体，形成整合

各类资源的法治传播平台。

集美最大儿童乐园基本完工
预计15日前竣工验收，未来将向市民免费开放

乡村公益图书馆
如何才能走得更远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集中缴费本月31日截止

厦门大学成立
法律文化传播学社

集美儿童乐园基本完工。记者陈理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