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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许蔚菡）“没有

小升初的压力，学生毕业后就在

本校就读，家长不用为孩子初中

上哪所学校纠结了。”提到九年一

贯制学校的好处，厦门五缘实验

学校校长李志东这样说道。昨日

上午，由厦门市教育局等单位联

合主办、厦门五缘实验学校等单

位承办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高质

量发展首届论坛及教学开放活

动”在五缘音乐厅开幕，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及教育一线的校

长、老师齐聚一堂，围绕九年一贯

制学校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各抒

己见。

据厦门市教育局介绍，多年

来，厦门市委市政府持续推动九

年一贯制学校高质量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目前我省九年一贯制

学校呈现出良好的快速发展态

势，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出了

重大贡献，全省约有200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厦门就有46所，数

量位列全省九地市第一。

记者了解到，经过多年的发

展，厦门许多九年一贯制学校取得

了丰硕的办学成果，并成为所在区

的优质学校和热点学校，比如厦门

五中、厦门市云顶学校、厦门五缘

实验学校、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

校、厦门市梧侣学校等，还有近些

年成立的、服务高新人才子女就学

的厦门高新学校，以及与上海师大

等外地名校合作办学等一批优质

九年一贯制学校。其中，作为厦门

市第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厦

门五缘实验学校自2007年创办以

来，持续开展“一体、进阶、大成”系

列改革，为厦门乃至全省九年一贯

制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先行实验和

实践经验。

昨日论坛上，厦门五缘实验

学校还联合省内一批九年一贯制

优质学校组成“福建省九年一贯

制学校高质量发展共同体”。下

一步，共同体成员学校将切实促

进校际交流合作，研讨学校高质

量发展、五育并举、课程建设、教

学改革、教师发展、评价改革、初

小衔接等关键问题，利用九年一

贯制学校学制连贯性的优势，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共

同体成员学校的共建、共享、共

赢。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建设局发放2022年度建

筑产业扶持资金奖励，合计3700

万元，包括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奖励和促进建筑业企业跨越发

展奖励。

其中，发放高质量发展奖励

2832万元，惠及建筑业企业29

家次，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和聚璜集团有限公司等2022

年度符合条件“资质晋升、产值达

标、企业迁入”的建筑业企业获扶

持资金奖励；发放跨越发展奖励

868万元，惠及建筑业企业23家

次，中交一公局厦门工程有限公

司、中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2022年度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

业获扶持资金奖励。

据悉，为促进建筑业加快发

展、高质量发展和跨越发展，从

2015年开始，市建设局每年持续

对建筑业企业发放产业扶持奖励，

目前已累计发放奖励超2亿元。

晨报讯（记者俞杰）昨日，市

交通运输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今

年暑运期间（7月 1日-8月 31

日），得益于亲子游、消暑游、研

学游等的持续升温，全市交通运

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运输服务

品质不断提升，对外交通客运量

实现翻番，对内交通客运量稳步

提升。

在对外交通运输方面，暑运

期间厦门铁路、航空、水路、道路

等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684.8

万人次，同比增长104.8%。其

中，铁路运输到发旅客1184.3万

人次，同比增长109.1%，超2019

年同期1.3%；航空运输到发旅客

453.5万人次，同比增长94.2%。

在市内交通运输方面，暑运

期间厦门地铁、快速公交、常规

公交、轮渡码头等累计完成客运

量 1423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0%，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97.2%。其中，地铁客运量为

4707.7万人次，同比增长29.9%；

出租车营运4197.2万趟次，同比

增长 16.7%，包括巡游车 993.2

万趟次，网约车3204.0万趟次。

此外，跨岛车辆通行量稳步提

升，五桥两隧进出岛车辆4753.4

万辆次，同比增长25.6%。

市交通运输局还介绍了下一

阶段的工作重点，包括将加快翔

安新机场、福厦高铁等重大交通

枢纽建设，特别是全力加快高铁

厦门北站及相关配套工程建设，

为福厦高铁开通做好准备等。同

时，今年厦门将新建和续建15个

公交场站，完成石村公交生产生

活基地等5个公交首末站，建设

厦门火车站、邮轮中心等16处公

共交通智慧信息屏，持续完善公

共交通设施提升服务水平。

九年一贯制学校 厦门共46所
全省约有200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厦门数量最多

晨报记者张晓霏

集美区“校村结对”又有创新

之举！昨日，集美区在后溪镇二

农社区埭溪桥社深入开展“百校

联百县兴千村”行动暨深化校村

结对行动发布会，集美区人民政

府与华侨大学、集美大学进行校

地共建签约，后溪镇后溪村与集

美大学诚毅学院、兴才职业技术

学院作为在集高校（科研院所）与

村（社区）代表进行校村结对签

约，共结成2个校地对子、31个校

村对子。集美大学高校乡村振兴

工作站同日揭牌。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嘉庚故里，

同时也是高校林立的文教名城、蓬

勃创新的青年友好城区，集美区拥

有丰富的科教人才资源。如何发

挥文教资源优势，把高校人才导流

到乡村，一直是集美区乡村振兴工

作的重要命题。自2020年起，集美

区就把人才作为“源头活水”，多措

并举“引智下乡”，推动校村双向奔

赴，在乡村产业规划、乡村建设、社

会治理、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方

面，积极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集

美路径。

去年，华侨大学、集美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等高校与灌口镇、

后溪镇 5 个村结对共建，精心策

划、生成并实施了5个“引智下乡”

项目。今年年初，集美区再次发

力，成立集美区深化校村结对助

推乡村振兴专项小组，发布《集美

区深化校村结对助推乡村振兴行

动方案（2022-2025年）》。此后，

在集高校与乡村互动更加频繁

了，包括华侨大学、集美大学、厦

门理工学院等高校携手台青双创

基地、华侨大学在双岭村成立“光

明之城”乡村振兴服务站、集美大

学为黄地村30多户村民免费赠送

100吨价值60多万元的土壤改良

剂、厦门理工学院联合万嘉清水

公司与黄地村签约落地“校村企”

合作项目、厦门工艺美术学院联

合岩内村举办两场“美美市集”活

动、兴才学院联合东辉村举办油

菜收割劳动教育活动等。

过去的种种校村结对的有

益探索，对集美区进一步深化引

智下乡，赋能乡村振兴，具有积

极的借鉴意义。接下来，随着

“校村结对”工作的持续开展，相

信集美乡村振兴事业将不断迎

来高质量发展。

暑期厦门对外交通
客运量实现翻番

厦门市思明区协和双语学校

厦门市思明区莲岳学校

厦门市第五中学

厦门市思明区东浦学校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厦门市云顶学校

厦门市思明区弘毅学校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海沧区北附学校

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学校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庚西分校

厦门市海沧区东瑶学校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厦门市湖里区金鹰学校

厦门市湖里区信成火炬学校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厦门市龙湫亭实验学校

厦门市梧桐实验学校

厦门市尚文实验学校

厦门市南山实验学校

厦门高新学校

厦门市火炬学校

厦门市湖里区超强学校

厦门市华师希平双语学校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

厦门市湖里区博林民办学校

厦门市湖里区光华学校

厦门市蔡塘学校

厦门市禾山中学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华侨大学集美附属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园博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西亭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英贤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华锐双语学校

厦门市新教育学校

厦门市梧侣学校

厦门华兴实验学校

厦门市后田学校

厦门市竹坝学校

厦门市翔安火炬实验学校

厦门市新圩学校

厦门市彭厝学校

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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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白银”促建筑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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