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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柯小娇 通讯

员 李翔 李响 李钟）昨日，随着新

建福州南站客站服务智能管控平

台调试完成，标志着宁波至广州

高铁福州至漳州段（以下称“福厦

高铁”）全线站房建设完成，为今

年年内全线具备开通运营条件打

下坚实基础。

福厦高铁全线共设 8 座车

站，于2021年 3月开始建设，其

中福清西、泉港、泉州东站、泉州

南站4座车站为新建车站；漳州

站为既有车站改扩建；福州南、莆

田、厦门北站为并行既有站新建

站场及站房，建成后可实现新老

站房便捷换乘。各站房充分融合

地域文化特点，呈现“一站一景”

鲜明特色，将为东南沿海城市增

添一座座打卡新地标。

作为福厦高铁建设难度最大

的厦门北站，站房临近既有线并

下穿地铁，安全形势复杂，施工难

度大。建设人员从站房施工到运

营维护采用BIM全生命周期信

息化管控手段，实现安全、高效、

智慧建设。在智能运营方面，新

建厦门北站配备了全国高铁站房

面积最大的天气感应式智能天窗

和7000平方米智能光纤系统，让

旅客候车体验更加智能、舒适。

同时，厦门北站以“东海之

滨、再泛涟漪”为设计理念，形似

浪花绽放的屋面、气势冲天的龙

舟式燕尾脊、丝滑柔顺的海浪状

天，宛若一座“海上鹭岛花园”。

据悉，福厦高铁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铁网主通道“沿海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今年年内

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全部新

建和扩建车站、站房、站场将同步

投入使用，为沿线老百姓出行提

供便利条件。这条铁路建成通车

后，福州、厦门将形成“一小时生

活圈”，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将形

成“半小时交通圈”，东南沿海城

市群将串联起一条“黄金旅游

带”，对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推动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福厦高铁全线站房建设完成
全线共设8座车站，预计今年将开通运营

晨报讯（记者 黄晶晶 通讯

员 林靖）厦门现有多少“姓氏”？

哪个姓氏的人口最多？各个姓氏

源于何方，出了哪些代表性人

才？昨日，首部专门记述厦门市

姓氏传播和相关文化的志书——

《厦门姓氏志》在厦门首发，展示

了厦门丰富的地域文化。

据介绍，《厦门姓氏志》编撰

工作于2021年3月正式启动，在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室的指导下，由厦门市姓氏源流

研究会专家许初水先生主编。该

书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厦门市

姓氏人口数排序中的86个原住

民姓氏为主要编撰对象，按溯源、

入厦繁衍、郡望堂号昭穆、主要聚

居地、文化遗产、历史人物等内容

进行编撰，极其详细地记录了厦

门主要姓氏的来龙去脉。

翻看《厦门姓氏志》，可以感

受到厦门姓氏结构的细分是与人

口迁徙分不开的。2300年前，厦

门是古闽越人居住地。当时古闽

越人有多少人口、多少姓氏，无从

考究，但有资料记载当时已有雷、

蓝、骆、吴等姓氏。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

开放的推进，内地省份的大批人

员到厦门创业、务工，有的定居了

下来，丰富了厦门的姓氏。厦门

姓氏种类迅速增加，一些以前厦

门人闻所未闻的姓氏，悄然在厦

门落户，如老、爱新觉罗、寒、虎等

姓。就姓氏而言，他们是该姓氏

进入厦门的第一人；就厦门而言，

这个城市又翻开姓氏文化新

一页。

随着时代的进步、厦门人口

的增长，姓氏的分布和结构越来

越广泛，目前厦门市常住人口中，

有886个单姓，100多个复姓。

厦门姓氏分布原来有一句口

头禅“陈林半天下，苏吴占一

半”。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

厦门陈姓人口总数在厦门市排名

第1位，分布于厦门市六个区100

多个村社。厦门林姓人口总数在

厦门市排名第2位。

历史上一直有着“南陈北薛”

开发厦门的说法，而这“南陈”指

的就是陈夷则。陈夷则，唐代人，

官光禄大夫。据历史记载，陈夷

则于公元781年举家迁居嘉禾里

（今厦门），与同时代到此的薛姓

聚居厦门，陈姓居南，薛姓居北，

故有“南陈北薛”之称。

晨报讯（记者 张鑫惠）厦门

市职称试点改革又增新专业！记

者从市人社局获悉，2022年度厦

门市人工智能专业初、中级职称

申报已开始。本次申报采取网上

申报、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网

上申报时间截至9月13日。

本次申报的人工智能工程领

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算法、人工

智能硬件、人工智能应用等三个

专业方向。

那么，哪些人可以申报呢？

凡在厦门市企业(不含省部属驻

厦单位)从事人工智能专业的技

术人员，符合《福建省职称评审

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工程技

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工作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

规定且未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的均可申报；对在闽就业的港澳

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

永久居留身份证或各地颁发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

员，可根据《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

暂行办法》的规定通过所在单位

自主申报。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申报采

取网上申报、现场审核相结合的

方式，由单位统一组织申报、递送

材料，不接受个人申报。经网上

初审后，须到现场审核地点办

理。现场审核已开始，时间为8

月28日至9月22日，现场审核地

址为思明区深田路46号深田国

际大厦2305单元（厦门人工智能

安全研究院）。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通讯

员黄志晨）大货车存在盲区，容

易发生交通事故，安装盲区预

警系统可大幅消除这一隐患。

为推动《全市大货车视觉盲区

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落实

落地，厦门市质检院依托市智

能网联汽车检验检测公共服务

平台，助力全市大货车安装盲

区预警系统。

据悉，货车盲区预警系统

可以识别货车前方和右侧等盲

区的行人、自行车等，并向驾驶

员、外界发出预警信息，从而避

免盲区交通事故的发生。

由于该预警系统没有专门

的国家标准，市质检院联合道

安办、车辆运营商和设备厂家，

多次讨论并制定了《厦门市货

车盲区预警系统型式检验规

范》，并提出“装必检”，即为每

一台安装设备的车辆进行验收

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

为满足全市大量货车的检

测需求，市质检院进一步部署

了“三检”检测方案，即“预约即

可检”“各区驻点检”“按需上门

检”，进一步提供便利服务。

首部全面记述厦门姓氏文化的专志首发

厦门姓氏结构与人口迁徙有关

人工智能专业职称申报已开始
盲区预警系统可上门检测

晨报讯（记者 郭钦转 实习

生黄培珊）“我孙女筷子还用不

顺，碗里的饭粒扒不干净，去厨

房拿了勺子也要把剩下的饭粒

吃完。”

8月24日，在海沧区未来海

岸社区举办的2023年文明健康

知识讲座活动中，退休人员蒋晓

红阿姨与文明宣讲员及参加活

动的退休人员真情互动，分享自

己家节约粮食的文明家风。

蒋阿姨介绍，这个家风源

自30多年前一位邻居的影响。

1991年，蒋阿姨举家从四川迁

到厦门工作，和抗美援朝的退

役老兵一家合租一套房子，共

用一个厨房。以前煮饭锅里常

常会形成锅巴，很多人家包括

蒋阿姨自己直接就洗掉了。不

过，和蒋阿姨合租的退役老兵

家里不是这样，他们先用水将

锅巴泡一个小时后捞出，放在

太阳底下晒干后炒了吃掉。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我们

生活。”讲到动情处，蒋阿姨忍

不住摘下眼镜，抹了抹眼角的

泪水。

参加讲座的退休人员纷纷

表示深受文明健康知识的启发

与感染，将把活动听到的故事、

心得与家人朋友们分享。

据了解，2023年文明健康

知识讲座活动由中共厦门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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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将

举办150场文明健康进社区的

宣讲活动。

居民讲述“锅巴里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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