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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于婧媛
通讯员张从云陈艳丰

昨日，厦门市召开卫生健康

大会。记者了解到，2025年我市

将坚持以基层为重点，坚持“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强化医防融合、

医防协同，推进医教融合、体卫融

合，将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

设和中医药健康促进纳入健康厦

门专项行动。

千人均床位数4.38张
据介绍，2024年，全市居民

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62岁，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79岁）4.62岁，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79.3岁）4.3岁。

全市孕产妇死亡率2.52/10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64‰，婴儿

死亡率1.21‰，妇幼健康核心指

标继续保持全国全省领先水平。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9.06%，

比上年度提高3.03个百分点，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19个百分

点，继续领跑福建。千人均床位

数4.38张，千人均执业（助理）医

师数3.54人。全市每万常住人口

全科医生数增加到3.92人。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
2024年，优质资源扩容提

质。全市新增床位3000张，岛外

各区均至少设有一家高水平三级

公立医院；全市已获批15个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和90个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新增开立19个名医工作

室。全市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福建省分中心6个、福建省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7个、厦门大学医

学院临床学系7个、福建省重点实

验室6个。我市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成效显著，2024年引入开

展新技术134余项，填补60项区

域医疗技术空白。

全市67家医疗机构实现检查

检验共享互认，22家二级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全部接入省医疗机构

共享互认监管平台，11家医疗机

构共43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

服务。

完善“心理健康地图”
2025年，我市将充分发挥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功能作用，全面

开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成效

监测评估，打造肿瘤、神经、心血

管、呼吸、儿科、创伤、辅助生殖等

高水平重点专科。

持续夯实基层网底，完成《厦

门经济特区基层卫生服务条例》

修订；加快推进各区30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新改扩建项目建

设；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

健全双向转诊机制。支持市

儿童医院、心血管病医院等专科

医院牵头组建专科联盟、远程医

疗协作网等医联体。扎实开展

“千名医师下基层”帮扶行动。

加强健康学习生活方式指

导，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素质提

升。加强医疗机构治未病科、健

康管理中心建设。建立以市体卫

融合运动健康中心为核心、各区

健康中心为枢纽、基层医疗机构

为网底的体卫融合发展服务体

系。制定常见疾病运动处方库。

全面实施“体重管理年”行

动，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

门诊。优化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

系，完成市仙岳医院北院区改扩

建项目并投入使用，提升市心理

健康中心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

“心理健康地图”，引导市民就近

诊疗。加强与教育部门对接，协

助学校完善对师生的心理辅导、

心理咨询等事项。

厦门去年新增床位3000张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全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62岁

厦门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资料图）

晨报讯（记者 王悦）昨日，

2025年厦门市体育工作会议召

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体育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我市

2024年体育工作，研究部署

2025年体育工作。

2024年，厦门体育工作多次

获得省、市领导肯定批示，多项

工作形成“厦门经验”在全国、全

省体育系统推广。全年新建、改

建近邻运动场103处，开放44家

智慧健身房、8个体育公园及183

所学校体育场地，“厦门i健身”平

台注册用户破百万，近千万人次

入场锻炼。社会体育指导员志

愿服务驿站推出60余门公益课

程，开课逾4000节，吸引超40万

人次参与。厦门健儿斩获49枚

国内外赛事金牌，在2024年全省

青少年锦标赛中获团体19金17

银11铜佳绩；举办高级别赛事40

场，2024厦门马拉松、钻石联赛

全球揭幕战、2026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区主场、NYBO全国青少年

篮球总决赛等四场赛事创造经

济效益超26亿元，凸显“体育+”

动能。

会议透露，2025年，厦门将

从奋勇争先推进体育领域改革、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竞技体

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体育产业向

新提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以及强化文化、安全、法治建设

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擘画体育强

市蓝图。

今年，厦门将持续新建、改

建近邻运动场，推动全市智慧健

身房数量扩容至50家、经常锻炼

人口占比达45%，实现全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站全覆

盖；在竞技体育方面，将构建“一

核多翼”后备人才布局，全力保

障厦门运动员参加2025年粤港

澳全运会，争创佳绩；积极创建

国家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

城市，办好系列高级别国际赛

事，促进体育和文旅商深度融

合，助力厦门打造国际体育名城。

晨报讯（记者 俞杰）民以食

为天，食以“安”为先。如何答好

这张民生答卷？近日，厦门市食

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以下简称

“市食安联”）发布过去5年食安

工作报告。报告指出，5年来，厦

门累计制订发布141个供厦食品

标准，积极推动省内外170家企

业为共计1000多款产品申请并

获得“鹭品”授权使用证书。

据介绍，我市的供厦食品标

准体系已初步建成。截至目前，

我市已累计制订发布141个供厦

食品标准，3000多项指标严于国

家标准。产品类标准覆盖米、

面、粮、油、肉、蛋、奶等大宗民生

类食品；土笋冻、新圩豆干、海鲜

卷、姜母鸭和五香卷等标准填补

了厦门地方特色食品安全标准

空白，土笋冻标准已提升为福建

省地方标准。

记者了解到，厦门90%以上

的食用农产品从外地输入，食品

安全输入性问题一直是影响市

民群众“舌尖安全”的重要因

素。作为供厦食品标识，“鹭品”

是经国家商标局注册的首个厦

门市全域公用品牌。5年来，市

食安联积极推动省内外170家企

业为共计1000多款产品申请并

获得“鹭品”授权使用证书，其牵

头制订的63个供厦食品标准或

规范被省内外110多家单位公开

承诺使用。

为保证供厦食品源头品质，

我市种植养殖基地供厦标准评

审在不断推进，现已有漳州、三

明、南平等7个本省农产品种植

养殖基地以及宁夏、新疆、黑龙

江、云南等25个外地基地通过评

审。夏商、元初、天虹、山姆会员

店等大型连锁商业体积极参与

“鹭品”评定。目前有200多家门

店设立“鹭品”销售区，年销售超

过30亿元。

近两年，我市预制菜产业发

展迅速，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

拥有安井、古龙等一批国内知名

的预制菜龙头企业。如今，我市

的预制菜领域标准更加健全，已

在全省率先制订发布《供厦食品

预制菜》《供厦食品 动物性水产

品预制菜》《供厦食品 预制菜 五

香条（卷）》等5项团体标准，建立

了冷藏预制菜标准体系，成为预

制菜国标的重要参考。

集美区公租房
即日起可申请
晨报讯（记者叶子申）集美

公布2025年第一批区级公共租

赁住房，共325套房源，即日起

至3月21日符合条件者可申请。

本批次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为铁山公租房项目，项目位于

铁山二里3、7、10、13、17、23、

25、26号，共计房源八幢325套、

836床，租赁期限为3年。这些

公共租赁住房配有热水器、燃

气灶、抽油烟机等家具家电，可

“拎包入住”。

申请区级公共租赁住房的

单位应为商事登记、纳税及统

计归属均在本区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申请租住人员应为上

述单位就业并向所在单位提出

租住申请的人员。本批次申请

对象为：优先保障未享受政府

其他住房优惠政策且在厦无住

房的各类人才。在厦稳定就业

的其他无住房职工，优先保障

从事城市公共服务领域、特殊

艰苦岗位和本市重点发展产业

的在厦无住房职工。在厦稳定

就业或以独资、合资、合伙等形

式创办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的

台胞。按照要求，单位集体承

租的房源以成套的方式办理承

租或退租，由承租单位作为集

体宿舍按照一人对应一张床的

分配方式安排符合条件的职工

入住，单位申请人数2人起。

2025年厦门市体育工作会议召开，部署新一年体育工作

推动智慧健身房增至50家

厦门过去5年食安工作报告发布

制订发布141个供厦食品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