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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
指南。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我市
开展。“学思想”是这次主题教育总要求
中的一个重要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
理光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就是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成果凝心铸魂，用之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用新思想凝心铸魂，学习是基础。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这次主题教育，党中央确定了
一批重点书目和重要材料，党员干部要
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通读学习书目材料，反复精研细学，
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
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重要的孕育地和实践地，厦门

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色资源，我们更应
该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把对习近
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学习
新思想的强大动力，推动学习往深里
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争当理论武装
的“优等生”。

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悟透是关键。
学与思，相辅相成；勤于思考和领

悟，是提高学习成效的重要路径。增进

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关键在“悟”字
上下功夫。只有边学边想，才能完整准
确掌握新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和
主要内容，全面把握新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只
有深思细悟，才能全面领会新思想的科
学体系、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
把握、融会贯通；只有联系特区发展实
际学深悟透，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源
头，细细品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真
理味道、思想伟力、领袖魅力，并用于指
导解决现实问题，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
展，努力在全国学出“样板”来，干出更
佳业绩来。

本报讯（记者 詹文）昨日，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市政府关于促进我市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
促投资、稳增长、保就业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表
示肯定，认为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
政府高度重视建筑业的发展，推出政策
扶持有力有效，推动招商扶企落实落
地，推进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推动我市
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产值逐年大幅提
升，入选全国24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
之一。

2022年，全市建筑业产值3513.48
亿元，增幅9%，总量稳居全省第二，实
现建筑业增加值800多亿元，占全市
GDP比重超10%，成为我市重点的支柱
产业。2020年以来，全市累计引进建
筑业重点企业71家，中建、中铁等多家

央企及北京城建、四川华西等大型国企
在我市落地。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认为，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是产业发展达
到质量、效益双高，对标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我市建筑业在产业结构、发展方
式、智慧发展等方面还存在可提升的空
间。组成人员建议，优化完善政策，培
育壮大经营主体，差异化培育企业发
展，不断做大做强建筑业产业规模。对
标对表一流，加快推进我市建筑业智慧
发展、绿色发展，不断促进产业发展现
代化。持续惠企益企，不断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千方百计让厦门的建筑业企业
留得住、长得大、走得出去。加强监督
管理，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
不断优化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市
场公平有序、健康发展。守住安全底
线，倡导企业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提升
工程质量水平。

本报讯（记者 詹文）昨日，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市
政府关于我市居家养老体系建设工作
情况的报告。

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
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养老形
式，备受群众关注。截至2023年2月，
我市户籍老年人42.46万人，全市97%
以上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近
年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养老
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
求，全市基本建成“政府主导、家庭主
责、社会参与、人才支撑、权责清晰、保
障适度、可持续发展”的服务体系。

编制完成《厦门市养老设施专项规
划（2020-2035年）》，连续5年把新增
养老设施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
全市建成照料中心49家，社区服务站、
农村幸福院583家。建成全市统一的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建立全市40多万

老年人、660个社区服务站点、2300多
位服务人员的养老大数据库。2020
年，我市被评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优秀地区，2021年被列入全
省首批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城市，2022年
入选全国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项目地区。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我市居家
养老体系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表示肯
定，认为我市居家养老工作取得很好成
效，政府主导作用更加凸显，社会参与程
度不断提升，市场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
高，走在了全省前列。不过，组成人员审
议认为，居家养老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建议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
加快构建比较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强化硬件设施供给、多元资金投入、
医疗服务、智慧养老，强化提升教育、社
交、助餐、枢纽功能，提高镇（街）村（居）
养老服务水平。凝聚各方力量，加大人
才培养，全面提高养老服务支撑能力。

精彩宣讲
分享退役军人感人事迹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老兵

永远跟党走”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厦门
本报讯（记者 黄琬钧）昨日，福建省“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激励老兵永远跟党走”巡回宣讲活动（厦门
站）举行，近400名退役老兵和干部群众现场聆听。此次
活动由福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福建省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厦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办。

据悉，活动旨在以“老兵”身份、“老兵”视角、“老兵”语
言，将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将新时代
八闽退役军人忠诚报国、投身基层、奉献社会的感人事迹
分享给广大群众。

活动中，7位宣讲员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感想作了精彩宣讲。全国学雷锋讲师团讲
师、全国学雷锋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游文晃介绍了他46年
中个人出资帮扶千余名困难群众的事迹；一等功臣、消防
英雄、永安市军休所军休干部谢晓晖讲述了他用顽强的
毅力和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创造生命奇迹的经历；原海
军技术勤务第六所副所长林依同分享了他平均每年参加
反扒活动时长达600小时的故事；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三
明市明溪县枫溪乡小珩村党支部书记谌根深讲述了他扎
根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事迹；优秀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者、龙岩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干部李莉分享了她战
斗在褒扬纪念工作第一线的故事；福州市三坊七巷消防
救援站副站长张天水讲述了他带队奋战在基层的故事；
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
讲述了他带领救援队驰援厄瓜多尔、土耳其等地震灾区
的动人故事。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韩文祥的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5号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厦门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
条例〉的决定》已于2023年4月20日经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名单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李辉跃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阮瑜萍（女）、高宏佳（女）为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二、免去巫旭丹（女）、刘小红（女）的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夏先鹏的厦门海事法院院长职务。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厦门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
（2023年4月20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
废止1997年11月12日厦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通过，根据2009年9月30日、2011年12月1日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有关决定修正的《厦门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做大做强
建筑业产业规模
2022年，全市建筑业产值3513.48

亿元，总量稳居全省第二

加快完善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全市已建成照料中心49家，社区服
务站、农村幸福院583家 海外推介

全景展示厦门文旅产品
2023厦门旅游（东南亚）推介会在马

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近日，我市文旅部门组团赴海

外开展文化交流和旅游推介，奏响了厦门和槟城两城结好
3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序章。4月19日，2023厦门旅游
（东南亚）推介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这场推介活动以讲述厦门“侨批”文化为切入点，在全
景展示“2023乐活厦门游”主题产品以及我市文化和旅游
资源的同时，分享了中国厦门与马来西亚槟城结成友好城
市30年的故事，助力两国旅游业人士进一步深化交流合
作。

槟城华人众多，中华传统文化和当地民俗融合，形成
独特的华侨文化。厦门文旅推介团此次特意将讲述华侨
海外奋斗史的歌仔戏《侨批》以影片的形式带到马来西亚
展示，引发众多华侨的情感共鸣。

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公会总会长包一雄表示，厦门此
次旅游推介突出“华侨侨批”主题和“槟城友城”元素，进一
步拉近了马来西亚游客和厦门之间的距离，参会的不少马
来西亚旅游企业已感受到商机，当场就与厦门旅游业界务
实对接，“千人乐活厦门游”首团有望5月份启程。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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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罗万象
叙述生动深入

政务新媒体矩阵更权威
“厦门号”内容全覆盖

优化服务
“跨省通办”再添新伙伴
思明区与昌吉吉木萨尔县签订政务服

务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思明区“跨省通办”再添新伙

伴。近日，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
管理局一行参访思明区政务服务中心，并与思明区行政审
批管理局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解决两地企
业群众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构建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政务服务新生态。

通办事项将围绕个人、企业服务的高频事项，推动医
保电子凭证申领、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等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通办模式分为线上和线下模式。在线上，两
地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设“跨省通办”服务专区；在线
下，两地在政务服务大厅开设“跨省通办”服务窗口，提供

“跨省通办”收件咨询、一窗受理、代发证照等服务。同时
采用“线下窗口收件+线上视频会商”方式，进行接件预
审，实现“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一次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