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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起鸿

图文并茂的展示、深入浅出

的宣讲，赢得台下阵阵掌声。7月

14日上午，2023年厦门退休人员

文明健康知识讲座同安区首场活

动在瑶头村举行，讲师团将专业

优质的文明健康知识送到了退休

人员“家门口”。

2023年厦门退休人员文明

健康知识讲座由厦门市委文明

办、厦门市人社局指导，厦门市退

服中心及各区人社局主办，各区

退服中心承办。活动将走进全市

150个社区，联合社会各界文明

力量，共绘退休人员感受文明新

风的幸福画卷。

接地气活动备受欢迎
伴着习习清风，文明知识扑

面而来。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

每位退休人员准备了一份文明礼

包，包括定制蒲扇与宣传报纸，除

了精巧的印刷设计颇为吸睛，还

详细罗列“文明贴士”，吸引退休

人员频频翻阅，营造了浓厚的文

明氛围。

出行时走斑马线、聚餐用公

勺公筷，让文明习惯融入日常生

活……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服务

队队长张宁义为退休人员准备了

一堂实用的文明课，各种文明常

识信手拈来。据了解，张宁义是

一名退役军人，时常参与献血等

各类公益志愿活动，在他看来，文

明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每个

人都可以为文明创建贡献力量。

伸伸懒腰、按揉双耳，一套简

单好记的养生动作，每天早起坚

持做就能唤醒好精神……张宁义

还特地准备了养生健康体操，带

动现场退休人员一起练习，在轻

松的运动中锻炼出健康身体。

“炖汤时，汤和肉哪个更有营

养呢？”厦门市营养师协会会长王

雷军用闽南话亲切地向大家打招

呼后，带来“合理膳食 食养是良

医”主题讲座，科普了各式各样的

食疗养生内容。其间，他不忘运

用诙谐幽默的语句调动现场气

氛，退休人员连连欢笑的同时，也

学到了养生知识。

如何“吃出”健康的身体，关

键在于均衡膳食。王雷军提醒，

大家日常饮食要注重“粗细搭配、

干稀搭配”，每天进食要“五颜六

色”，挑选五大类食物摄入，三餐

食材不重样，做好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值得一提的是，活动结

束后，不少退休人员仍意犹未尽，

围着王雷军咨询自己遇到的饮食

问题。

服务普惠更多退休人员
“今天讲的养生知识很实用，

文明内容也好记，真的很有收获。”

听完干货满满的讲座后，退休人员

刘体化满脸笑意，竖起大拇指。他

告诉记者，自己回去后要把这些知

识都分享给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

加入到文明创建中。

“全心全意为退休人员服务，

培养积极健康心态，让大家乐享

退休生活！”同安区退服中心副主

任阳惜春表示，围绕退休人员精

神生活需求，同安区退服中心精

心策划了多项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的活动，为退休人员保健康、送

欢乐。下一步，同安区退服中心

还将邀请优质讲师，带来更多丰

富实用的文明健康课程，不断提

升退休人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归属感。

文明常识好记 健康体操管用
2023年厦门退休人员文明健康知识讲座同安区首场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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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陈晓青通讯

员叶晓菲）7月16日下午，电影

《金玉满堂之一网不捞鱼》福建

首映礼在厦门市翔安区举行。

据悉，《金玉满堂之一网不

捞鱼》讲述了沿海渔民在新一

代青年带领下，在振兴致富路

上不断摸索并成功转型的故

事。影片展现了海边渔村的优

美风景和独特风俗，绘就了一

幅新时代乡村振兴优美画卷。

记者了解到，《金玉满堂之

一网不捞鱼》福建首映礼落地

翔安，并非偶然。近年来，翔安

区乘金鸡奖长期落户厦门的东

风，围绕厦门市建设“文化中

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的目

标，全面发力影视文化产业，打

造了文化影视、文旅会展等方

面的文创产业新高地。

此外，翔安区制定了《翔安

区培育文化影视产业实施办

法》等相关扶持政策，依托区影

视服务中心、澳头文化产业园、

汇景海峡影视基地、黄厝文化

产业园区等载体，为文化影视

产业发展创造优良的营商环

境。迄今为止，翔安区已接待

《紧急救援》《中国乒乓》《炽道》

等剧组80余个，涌现出许多“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暖”的优秀

影片。

晨报记者谭雅环

如何让城中村蜕变成“城中

景”？后浦社区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湖里街道后浦社区党委以党

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

探索城中村治理新路径，建立起

“源头治理、协同治理、智慧治理”

管理模式，着力打造新时代城中

村治理“后浦样本”。

居民自治自管
有硬支撑也有软实力

城中村治理如何“破局”？后

浦社区以推动自治自管为切入

点，让居民广泛参与综合治理。

社区股份经济联合社、房东

协会、老人协会……后浦社区发

起成立多个自治组织，在推动集

体资产保值增值、出租经济发展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还成

立城中村综合治理委员会，构建

‘村庄党员+居民代表+群众’的

治理格局。”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有自治组织作为“硬支

撑”，也有文体活动来提升“软实

力”。目前，后浦社区已组建8支

文化志愿者队伍、扶持培育12个

文体和社会服务类组织，而这些

队伍、组织在环境卫生、矛盾调解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借助专业力量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走进后浦社区后浦社，抬头

看天，蓝天“无线美”；低头看路，硬

化路面“净发亮”。这些蜕变，都得

益于社区引入专业力量参与共

治，包括联合相关部门建立专班

驻点调度机制，开展主街沿线店

招规范整治行动；联合国家电网、

弱电运营商，开展强弱电改造；完

善功能配套，使环村道路通透、背

街小巷便行、消防通道通畅等。

引入湖里国投物业公司，推

动后浦社小区化管理；引入社工

机构，参与新市民教育、活动空间

整合运营；引进策划公司，讲好后

浦变迁故事、开办四点半学校、实

施“浦公英”计划……后浦社区通

过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将实

事办到了居民心坎里。

深化智慧治理
赋能城中村精细化治理

后浦社区还向信息技术借

力，构建城中村“X+N+1”智慧管

理平台，初步实现城中村管理与

服务智能化、数字化、高效化。

社区依托湖里区“城市大脑”

数据赋能，建设了空间信息库、建

筑物信息库、出租房信息库、九小

场所信息库、AI视频信息库、消

防设施信息库、人脸信息库、招聘

信息库、党团员信息库、志愿者信

息库等。其中，“后浦社时空信息

一张图”实现动态掌握各楼栋人

口有关情况，同时将消防、视频监

控等落在图上，提升了相关部门

的安全管控能力。

社区围绕AI视频监控、消防

栓压力传感器、烟雾报警等物联

感知设备，结合二三维实景建模，

打造“人口管理、文明创建、社区

服务、综合治理、安全预警”等专

题应用，形成“数据共享、上下贯

通、部门联动、智能预警、分析研

判”为一体的公共安全治理智慧

体系。

此外，社区围绕“房屋租赁、

停车缴费、社区服务”三大维度打

造近邻服务小程序，建设一套基

层工作智能减负工具，并向居民

提供停车缴费、招工招聘、房屋租

赁等便民服务，提升了居民幸福

感和获得感。

城中村换新颜 城中景变亮丽
湖里街道后浦社区着力打造新时代城中村治理“后浦样本”

晨报讯（记者 谢祯）近日，

西边社区·童欣元心理公益活

动正式启航。活动主办方之

一、童欣元心理诊所的黄医生

向记者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

一步构建完善医疗机构、社区、

家庭、学校、媒体等多方联动的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据悉，该公益活动包括沙

盘团体活动、绘画艺术疗愈、生

命教育亲子课堂、青春期性心

理科普教育、星宝贝绘画疗愈

及个案辅导、户外体适能游戏、

儿童专注力提升培训等一系列

活动。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
福建首映礼落地翔安

心理公益活动启航
呵护孩子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