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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逐浪，敢拼会赢。今年是厦门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
40年来，一代又一代厦门特区人，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诸多领域探索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改革创新举措。在国企改革、开放市场、投融

资体制、社会治理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
波澜壮阔四十载，中心城区思明蝶变腾飞。思明，用不到全市5%的土地，创造超过全市30%的GDP。今年上半年思明财政总收入达157.7亿元，

稳居全省各县（区）第一；GDP达930.6亿元，首次跃居全省各县（区）第二。日前，2020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百强名单出炉，思明区连续三年上
榜，排名从第33位、第28位，逐年跃升到第24位。乘风破浪，思明区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中领航飞翔。

10月24日上午，“全国晚报社长总编看特区”大型采风活动厦门市思明区拉开序幕，来自全国的120多家媒体的社长总编通过实地采访思明区
的深田社区图强小区、鼓浪屿、沙坡尾等地，从经济发展、社区治理、传承保护等多角度感受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建设成就，感受厦
门经济特区40年的巨大变化和发展成就。

追风逐浪看厦门
“全国晚报社长总编看特区”大型采风活动走进厦门思明

▶▶▶社区治理
采风当天，思明区委书记廖华生接

待了中国晚协的社长总编们，并为大家
介绍深田社区图强小区的今与昔，以及
思明区在“近邻”党建模式下推动基层
治理的成效。嘉宾们参观了“深田图
强”展厅（文史馆）和政治生活馆，并观
看了短片《近邻》。

深田社区，位于厦门岛西南部，地
处思明区繁华老城区中心，因清乾隆年
间二十四景之一“白鹤下田”而得名，历
史文化名村“百家村”坐落于此，是厦门
历史文化发展的一处“活标本”。人居环
境优越，人文底蕴丰厚。中共（闽中）厦
门工委机关、中共城工部漳泉厦临时工
委、第一届中共厦门市委机关先后在此
办公，鲜红的旗帜随历史融入社区热土，
沉淀为引领社区建设发展的红色基因。

“深田图强”展厅展示深田独特的
历史文化与发展变迁。政治生活馆一
方面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社区居住
生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发扬“远亲
不如近邻”的社区文化，另一方面让党
员有个开展组织生活的阵地，围绕“坚
决维护核心，践行初心使命”主题，加强
党性锤炼，筑牢忠诚本色。

1985年至198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厦门工作期间居住在深田社区的图强
小区，留下了许多宝贵精神财富，他当
年倡导的“远亲不如近邻”理念更是为
厦门思明在破解现代社会治理难题，实
现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组织、组织与组
织就地就近融合共建、联动共治、资源
共享指明了方向。

深田社区充分发扬“远亲不如近
邻”的社区文化，实践形成“千百万”群
众工作法，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引领，创
新打造“千户访”精准入户工作法、“百
事帮”邻里互助服务队、“万家和”纠纷
调解平台，着力解决组织碎片化、人际
关系陌生化的当代社会基层治理难题，
打造共建共享、向上向善的和谐家园，
实现了社区党委组织力和居民幸福指
数同步提升。

深田社区先后获评“全国社会工作
示范社区”“全国侨务工作示范社区”

“民政部10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全国
创建无邪教示范社区”“省级文明社区”

“省巾帼文明岗”“省先进基层妇联组
织”“省双拥模范城示范单位”“省五星
级信息化社区”“厦门市先进党组织”

“厦门市首批10条红色文化经典线路”
“厦门城市党建学院实训基地”等近百
项荣誉称号。

▶▶▶世遗瑰宝
登顶鼓浪屿最高点日光岩，眺望厦

鼓全景。鹭江道一带，既有林立的高
楼，又有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建筑，它既

展现了厦门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又呈
现了浓浓的“乡愁”。嘉宾纷纷点赞厦
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以来的华丽蝶
变，以及对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

到鼓浪屿音乐厅采风，在此探秘这
座“音乐文化之岛”的音乐文化传承之
路；到八卦楼，聆听6米高的管风琴奏响
天籁之音。八卦楼是厦门近代建筑的代
表，展现了中西融合的建筑艺术，是鼓浪
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核心要素之
一。这里还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风琴博
物馆所在地。

沿途，社长总编们还了解了鼓浪屿
的自然环境保护、风貌建筑修复以及疫
情之后的旅游经济恢复等情况。

三年前的7月8日，“鼓浪屿：历史
国际社区”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
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
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
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
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三年来，厦
门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
嘱托，践行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以申遗
成功为新起点，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力度，以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
社区社会治理典范、文化旅游融合典范
和队伍建设管理典范为切入点和抓手，
落实好保护措施，推动鼓浪屿文脉传
承，精心守护好鼓浪屿的“根”和“魂”。

去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鼓浪屿-万石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出
炉，这是鼓浪屿在健全长效机制上取得
的重大成果，为鼓浪屿的保护管理和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品质提
升工作方案》出炉，鼓浪屿全岛上下正
投入新一轮的奋斗征程，将鼓浪屿的保
护和发展融入“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
展”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颜值厦门行
动方案之中，让鼓浪屿的明天更加熠熠
生辉。

▶▶▶渔港文化
沙坡尾是厦门渔港文化的发源地、厦

门港的源起之地，所以“厦港街道”其实就
是“厦门港”的简称。在明朝，这里曾是白
浪翻滚、沙子色白如玉的“玉沙坡”。

2015年，思明区委、区政府将该片
区列为老城有机更新示范点。厦港街
道引入参与式治理，从环境整治提升、
文化传承保护、街区自治管理、产业业
态调整等方面着手，引导片区居民、商
家、企业和游客参与沙坡尾提升。

环境整治提升方面，完成避风坞截
污、清淤、渔船上岸，戏台、接官亭、浮雕
景观节点建设等环境改造工程7项；加固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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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平方米，美化避风
坞房屋外立面66栋，保护
了避风坞坞界等诸多渔港文化元素。

文化传承保护方面，定期举办送
王船（每五年两次）、送水灯（海
普）、沙坡尾做十六岁等系列文
化活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民
俗；申报“海普、延绳钓、沙坡尾
做十六岁成年礼”列入思明区
级非遗，筹备联合马来西亚申
报“送王船”为世界级非遗。

街区自治管理方面，组建沙
坡尾工作坊，成立沙坡尾商家协会
和全市首个文化生态圈党支部，搭建
居民、商家、企业、党员乡贤参与式治理
平台，发动商家居民联合制定 112字文
明公约，成为民政部社区治理典型案
例；开办“公益学堂”，开展系列“微公
益”活动；举办“一日馆长”特色活动，打
造沙坡尾活态博物馆。

产业业态调整方面，开展渔船退出
渔民上岸转岗转产，引入文创、网红，开
发 IP伴手礼，引导“渔业一产”转为“服
务三产”；发挥全市首个“沙坡尾影视拍
摄地”聚焦效应，结合《紧急救援》《伟大
的愿望》众多影视题材在沙坡尾取景的
契机，引导形成“文化+旅游+影视”多元
产业格局。

金砖会晤期间，沙坡尾被多国媒体
争相报道，被评为“一座传统与现代完
美融合、兼具渔港文化韵味和多元
建筑风格的活态博物馆”；海
峡论坛期间，沙坡尾列为社
区治理论坛参访点；2018
年4月，沙坡尾街区保
护、传承和提升历史人
文风貌的做法获中央
文明办点赞；9月，沙
坡尾文化生态保护
行动荣获福建省志愿
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图片由厦门晚报提供

▲走进深田社区图强小区

▲感受沙坡尾的渔港文化

▲了解深田社区的历史

▲▲登上日光岩记录鹭江风云变化登上日光岩记录鹭江风云变化

从鼓浪屿远眺沙坡尾从鼓浪屿远眺沙坡尾

□本报记者 付文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