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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厦门日报记者 邬秀

君）昨日上午，厦门日报社新闻

大厦暨融媒体中心启用仪式举

行，标志着厦门日报社再次开启

党报新闻宣传事业新征程，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子东出席启

用仪式。

厦门日报社新闻大厦暨融

媒体中心位于金尚路289号，地

上共17层。启用仪式上，随着领

导嘉宾与厦门日报社相关负责

人共同插入开启大厦的“金钥

匙”，两扇红色大门缓缓开启，标

志着厦门日报社新闻大厦暨融

媒体中心正式启用。

随后，领导嘉宾共同参观了

厦门日报社融媒体指挥运营智

慧平台。据悉，厦门日报社融媒

体指挥运营智慧平台聚合了指

挥中心平台、演播室、录音室、非

编室、移动直播系统等，不仅是

全景式、沉浸式的演播空间，同

时也是融指挥调度、内容生产、

演播直播于一体，不停运转的媒

体“大脑”。

据了解，厦门日报社新闻

大厦暨融媒体中心的建成使

用，是市属媒体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战略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积

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加快建

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举措，

实现了以媒体先进技术为驱动

的全媒体生产流程的重构再

造，打造了以本地资讯为主的

新闻信息内容的聚合平台，是

厦门日报社加快建设具有国内

先进水平和厦门特色的市级融

媒体中心的重要成果。

开启新闻宣传事业新征程
厦门日报社新闻大厦暨融媒体中心昨日正式启用

晨报讯（记者 晋君 通讯员
阮玲玲）近日，一场新春暖企活

动在新华保险大厦举行。厦门

市经济管理咨询协会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为近百名会员代表

及企业家举办“发票改革+以数

治税背景下及公司法修订后税

收合规与优化”专题讲座。企

业家们还共同探讨了加强企业

税收合规的优化安排，以及如

何减少涉税风险。

厦门市经济管理咨询协会

副会长、北京德恒（厦门）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傅晓兵受邀

为到会企业家开展讲座。傅晓

兵根据企业业务运行中可能存

在的税务合规风险展开讲解，

帮助企业增强法治意识。傅晓

兵说，只有提高税务合规水平，

才能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此外，厦门市经济管理咨

询协会会长郑甫弘博士在会上

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税

收征管数字化变革进行了深入

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

要素与路径。

探索“以数治税”
暖企惠企助发展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近

日，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发

布《关于命名2023年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全国999个社区入

选，福建有35个社区上榜，包含

厦门5个社区。这5个社区分

别是思明区开元街道溪岸社

区、湖里区禾山街道禾山社区、

集美区杏林街道宁宝社区、海

沧区嵩屿街道海虹社区以及翔

安区新圩镇古宅村。

2023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名单公布

厦门5个社区入选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近日，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台

《厦门市城中村改造规划工作导

则》（以下简称《导则》），在全市

域层面建立统一的更新标准，形

成全市“一盘棋”，合理有序推动

城中村改造实施。

《导则》适用于厦门“城镇开

发边界、市政走廊主通道、重大

区域基础设施、山海通廊”内的

村庄，提出采用“留、改、拆”并举

的模式，将城中村分为拆除新

建、整治提升、拆整结合三类实

施改造，从而消除安全隐患、完

善基础设施、补齐配套短板、优

化道路交通、改善环境品质、美

化村庄风貌、传承历史文脉、彰

显村庄特色、提升社区治理，推

进厦门市城中村逐步实现宜居

社区、宜业社区、智慧社区、和谐

社区的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四个

社区”目标。

《导则》提出，应按照城市标

准规划建设管理，守住安全底

线，与15分钟生活圈相衔接，打

造具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完整社

区。此外，城中村改造地块除安

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

模，可按需建设一定比例的保障

性住房。

此外，《导则》衔接《厦门市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行动方

案（2023年-2025年）》要求，提

出全面推进城中村有机更新，注

重对城中村历史文化的挖掘、保

护和利用，将城中村建设成为安

全、有序、和谐的特色城市空

间。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

提升，建立村民积极参与共建共

享的长效机制。

厦门城中村改造有序推进

后埔社区夜市烟火味十足。（资料图）

晨报讯（记者 冯娜 通讯员

谢赳）近日，厦门市家庭服务业

协会、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举行“一老一小”家政服务标

准发布会，现场发布《家政服务

规范家庭护理第二部分：婴幼儿

照护》地方标准和《家政服务规

范家庭护理第四部分：居家病人

照护》团体标准，致力于让家政

服务“有标可依”。

据介绍，《家政服务规范家

庭护理第二部分：婴幼儿照护》

地方标准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婴

幼儿照护操作标准的空白。该

标准经由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审核，正式发布于全国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

《家政服务规范家庭护理第

四部分：居家病人照护》团体标

准涵盖居家病人、老人的环境卫

生、病情观察、生活照护等方面，

具有指导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

发布家政服务行业八个地方标

准、两个团体标准，为家政服务，

尤其是广大市民高度关注的“一

老一小”家政服务提供保障。

厦门小羽佳家政股份有限

公司CEO邵培林表示：“新标准

的发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

家政企业从事婴幼儿照护以及

老人病人照护提供了依据，用户

雇佣家政人员时也更有评判标

准。”

我市新增两项家政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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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福

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

日公布了新设立省级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名单，厦门7家企

业入围，分别是清华海峡研究

院（厦门）、厦门海辰储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微亚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美时

美克空气净化有限公司、厦门

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厦门

恒坤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中

科海锐（厦门）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获批后，这些单位和企业

将具备联合流动站招收、培养

博士后研究人员资格，为我市

引进培养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

才、促进产学研融合、增强企业

科技创新创造能力等注入强劲

动力。

省人社厅要求各设站单位

加强与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联

系，尽快启动博士后联合招收

工作，力争2024年底前有博士

后正式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工

作；要充分发挥新设立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的科研平台作

用，积极参与博士后创新创业

大赛和揭榜领题活动，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

厦门新增7家
省级博士后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