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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刘宇瀚）今

年，福建省妇联在全省开展家校

社协同育人试点工作，厦港街道

福海社区被纳入试点社区。昨

日，在思明小学，“福”耀家园·

“海”纳近邻暨2023厦港街道福

海社区“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

社区启动仪式举行。活动由厦

门市妇联、思明区妇联指导，厦

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厦港街

道妇女联合会，福海社区党委、

居委会，福海社区妇女联合会主

办，厦门市思明小学、厦门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承办，海西晨报

社、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协办。

现场，经典情景诵读《家风

家训传家远》《博物寻迹 照见未

来》等节目精彩上演，活动中还

穿插少年儿童金融消保知识普

及宣传互动，让学生及家长们收

获满满。

值得一提的是，福海社区党

委还向厦门国际信托、蓝天救援

队、碧山派出所、思明小学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颁发“帮委会”聘

书。未来，“帮委会”将凝聚智

慧、靶向发力，通过开展专家讲

座、家长课堂、咨询辅导等实践

活动，宣传普及立德树人家庭教

育理念和知识，共同探索实践

“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机制，帮

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现场，福海社区还与思明小

学、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

了共建协议。未来，福海社区将

围绕探索建立定位清晰、机制健

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探索推

进家庭教育区域化协同、社会化

协作、社群式协助育人模式，促

使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

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

制更加完善，让未成年人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更加浓

厚。

“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我们

家长比较少参与孩子们的活

动。”家长吴先生说，家校社联盟

建立之后，家长便可以时常参加

学校活动，“通过交流，我们能更

懂得孩子的需求，也能使亲子关

系不断升温”。

家校社共育 守护未成年人
厦港街道福海社区福建省“家校社协同育人”试点社区正式启动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

富管理中心总经理李倩：家校社

协同育人，社会力量必不可少。

作为厦门市成立时间最早、持续

经营时间最长的法人金融机构，

厦门国际信托一直勇担当、善作

为，通过慈善信托、公益捐赠、结

对帮扶、少年儿童财商训练营等

多种形式，与福建省残联、厦门

市慈善总会、壹基金等机构联合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护苗”活

动。这次成为“帮委会”代表，我

们希望能从小培养孩子们正确

的消费理财观念，发挥信托文化

的力量，将更多的财商知识带给

孩子们，以此协助家庭和整个社

会共同建设健康财富观念。

思明小学副校长许秋鸿：在

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中，学校作

为中枢站，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长期以来，我们广泛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探寻学校周边红色

研学资源，让孩子们能够“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接下来，我们的

阅读推广课程“幼小衔接班”也将

从线上扩展到线下，通过家校社

共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未来，福海社区将继续整合优势资源，让“蓓蕾之花”尽情绽放。记者王世伟摄

声音

晨报讯（记者 周莉）面对

“不良情绪风暴”袭击的时候，

你是如何让自己安全“着陆”的

呢？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

际，筼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开展心理健康宣传作品征集

大赛，征集主题为“穿越情绪风

暴，携手安全着陆”，投稿时间

截至9月30日。

此次征集活动作品题材不

限，参与者可通过写作、视频拍

摄、动画、漫画、歌曲、绘画等形

式，分享个人在“情绪风暴”中

的感受和经验。参赛者需填写

完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健康

宣传作品征集表》，可在“筼筜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微信

公众号9月8日的推文进行下

载，连同参赛作品，一同发至邮

箱ydzxjsws@163.com。

市民也可在上班时间拨打

0592-5339932咨询活动详情。

据悉，大赛进入评选阶段

后，将由专家组从征集作品中

甄选出优秀作品，10月8日至

20日将在线上线下同步展出。

晨报讯（记者朱海钰）昨天，

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造

血干细胞采集室内，厦门大学

2023级信息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刘伟明

在老师、同学和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的陪伴下，成功地捐献了造

血干细胞，成为我市第134名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

带去生的希望。

刘伟明在读大学期间就有

定期献血的习惯，2021年5月20

日，厦门市红十字会到厦门大学

进行造血干细胞入库的宣传，刘

伟明在了解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对血液病患者的帮助后，毅然加

入了中华骨髓库。

今年7月，刘伟明接到了来

自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通知他造血干细胞初次配型成

功，询问他的捐献意愿，刘伟明

毫不犹豫地说：“可救人一命，是

莫大的荣幸。”他当即便同意了

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

同为厦大校友的厦门市第

1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马冬旭

也为刘伟明加油打气。

他说：“此前我进行造血干

细胞捐献后，身边许多同学朋友

向我咨询造血干细胞相关事情，

我也积极动员身边的人加入中

华骨髓库，希望能为更多的血液

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心理健康宣传征集启动“可救人一命，是莫大的荣幸”
厦大研究生成为我市第134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