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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头虽小，但其潜在的危险性却非常
大。烟头3分钟可点燃纸团，10分钟可点燃
床套，吸烟可引发火灾。”“一个烟头被降解
需要1年至1.5年。”“烟头含有7000多种化
学物质。”……活动现场宣传的文明知识，让
许多人知道了烟头的危害。随处乱丢的烟
头，影响城市文明形象。

小小的烟头，落在地上，是大大的不
文明。第九个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以“烟
头不落地”为主题，希望进一步在全社会
营造向上向善、文明有序的良好风尚，引
导市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让“烟头
不落地”成为常态，消灭公共场所的“丑陋
顽疾”。

伴随活动启动，今年我市将在社区、公
园、景点、医院、主次干道、车站、码头等公共
场所开展百场“烟头清零”活动；在广场、公
园、景点、主次干道、商业大街等公共场所设
置一批创意吸烟亭，并打造一批教育示范
点，通过公益广告展示和设置吸烟亭、固定
烟头收集器、烟头兑换点等形式，让“烟头不
落地”的文明行为习惯深入人心。

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
我市启动第九个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昨日，我市开启首场“烟头清零”
行动，志愿者们深入中山公园拾捡烟
头，用实际行动倡导“烟头不落地”文
明理念。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成为中山
公园里的一道文明风景线，他们弯腰
低头，一路搜寻，绿化丛、台阶边、墙
角等隐蔽处都是他们重点搜索的区
域。不一会，有些志愿者手中的小桶
就装了好几个烟头。周边群众也纷
纷加入捡烟头行列，主办方还设计了
用20个烟头换礼品的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大家捡烟头的积极性。

“虽然厦门很干净，但还是有人
不自觉。我已经捡到4个烟头了。”厦
门市烟草公司思明区分公司志愿者
周先生说，乱扔烟头易留隐患，也不
卫生，希望这次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
能让更多人意识到乱扔烟头的危害，
提高文明意识。

园南小学的学生志愿者手捧“烟
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活动倡议书，
向来往市民积极宣传。“乱扔烟头是不
文明行为，会引起火灾，还会污染环
境，希望大家一起爱护环境。”他们说。

为减少乱扔烟头行为，中山公园
内新增了一处创意吸烟亭。除了设
有烟头收集器和座椅外，吸烟亭内还
放置了灭火器和用废弃烟头创作的
艺术画，通过烟头的“废”和艺术的

“美”形成的强烈反差，向市民传递热
爱生活、爱护环境的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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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2023

年厦门市第九个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启动
仪式在中山公园举办，倡议广大市民争做文
明厦门人，主动做到不乱扔烟头，随手捡拾
地上烟头，共同传播文明理念，擦亮厦门高
颜值名片。

活动由市委文明办、厦门广播电视集
团、市烟草专卖局主办，旨在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广泛发动市民群众参与文
明创建活动，为厦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作贡献。

越是细枝末节处，越考验一座城市的文
明“功力”。向隐藏在街头巷尾、绿化丛中的
小烟头“宣战”，是厦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打造更加文明宜居城市环境的新抓手。

昨日，市委文明办发布了《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公益宣传片，并通过一个《寻找
最美身影》视频，带领市民走进环卫工人一
天的工作，了解他们的艰辛。少扔一个烟
头，就是让环卫工人少弯一次腰，就是城市
多一分美丽。

诙谐有趣的相声表演《烟头》，还原了生
活中常见的乱扔烟头场景，传递了不乱扔烟
头的重要性，呼吁大家一起向不文明行为说

“不”，引起广泛共鸣。
“扔掉的不仅是烟头，还扔掉了素质。”

“烟头污染比我们看到的塑料吸管污染还严
重，请不要再乱扔烟头啦。”“每次做志愿服
务活动，捡得最多的就是烟头。”……许多市
民都对乱扔烟头的不文明行为提出批评。

活动中，上班族、消防员、游客、学生、烟
民、志愿者、环卫工人等各群体的市民代表
一同上台，共同向全社会发起倡议，希望大
家一起做到烟头不落地，助力厦门更美丽。

重视
烟头虽小危害大

行动
向乱扔烟头说“不”

▲首场“烟头清零”行动在中山公园开展，周边群众纷纷加入
捡烟头行列。 （本报记者 黄晓珍 摄）

▲中山公园内新增的创意吸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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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厦门是享誉国内外的文

明城市。但是，大街小巷依
然可见不少烟头，给城市带
来不和谐的景象。为此，我
们倡议：

一、作表率，让“烟头不
落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要积极开展无烟单位创建
活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
要带头，不做二手烟传播者。

二、美环境，让“烟头不
落地”。捡拾烟头，从我做
起。主动捡起视野内的烟
头；沿街商户经营者要积极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广
大居民在驾驶、乘坐车辆时

不向车窗外扔烟头。
三、保安全，让“烟头不

落地”。烟头虽小，火患无
穷。要牢固树立安全防火意
识，不乱扔烟头，不将还未熄
灭的烟头丢进垃圾桶。

四、讲文明，让“烟头不
落地”。积极参与、共同践
行。积极向身边人宣传文明
理念，主动提醒、制止他人乱
扔烟头等不文明行为，使烟
头不落地成为常态。

烟头不落地，文明共传
递。让我们一起努力，养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展示
新时代美丽厦门的文明风
范！

“烟头不落地 厦门更美丽”活动
倡议书

本报讯（记者 吴海奎 通讯员 顾芸侠）停
车位规整一新，消防系统恢复功能，监控实现全
覆盖，路上新增彩色步道，不久后，近邻食堂、托
育中心也将先后开张……地处厦门特区发祥地
的湖里东渡片区25个老旧小区，乘着城市更新
的东风，正在华丽蜕变。近日，记者从中交三航
局第六工程（厦门）有限公司东渡片区城市更新
工程项目部了解到，25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已
完成八成以上，预计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完整
社区示范区也将于今年对外呈现。

湖里东渡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由完整社区
更新及老旧小区改造两部分，涉及东荣、东渡、
金鼎3个社区，25个小区。该项目是全省首个
采用项目设计施工及运营一体化（EPC+O）模
式运作的城市更新项目，在设计施工过程中，
联合体成员就提前介入，充分调查了解居民的
需求和建议，将老旧小区更新改造与物业服务
合并实施。

“跟以往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不同，我们
这个项目还有一大亮点，增加了完整社区建设
内容。”中交三航局第六工程（厦门）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艳军说，比如，提升改造便民服务
中心街，打通完善片区内的慢行系统，建设社
区近邻食堂、托育中心，更好地服务片区居民
尤其是“一老一小”。

值得一提的是，东渡片区还是许多热门影
视剧的取景地。项目完成后，不但保留老厦门
的“原汁原味”，还将打造为特区文化展示地、
影视打卡热门地、旅游和体验式文化聚集地、
新兴文化创意街区，吸引五湖四海游客为“特
区发祥地”带来新生机。

东渡片区

25个老旧小区改造
预计上半年完工

小区路面提升小区路面提升。（。（采访对象采访对象 供图供图））

湖里区殿前一路闽南古镇路段

加宽人行道增设护栏
出行更便利安全

本报讯（记者 林钦圣 通讯员 林燕妮）“现
在来闽南古镇的路宽敞了很多，我经常推着孙
子来这里散步，走累了还有石凳可以休息，挺舒
服的！”湖里区殿前一路闽南古镇路段于近日完
成提升改造，来此散步的市民林阿姨很开心。

“原来，闽南古镇边这条路太窄！绿化带
没有必要这么宽。万达广场进驻后，交通通行
量增大，日常通行感觉十分不便！人行道拓宽
肯定是最好的。”市民林阿姨说。

市交通局公路中心直属公路部门介绍，闽
南古镇附近的人流量确实比之前多了不少，原
来仅2米宽的人行道，确实已无法满足日常需
求。此外，旁边有一个1.5米宽的绿化带占用
了人行道不少空间，不时有行人走到旁边的机
动车道上，人车混行很不安全。

经过实地调研后，市交通局公路中心直属
公路部门决定将人行道旁这条1.5米宽的绿化
带硬化为人行道。在施工过程中，保留了原来
的石凳，并将其平移至人行道外侧，以满足群
众日常需要。与此同时，该部门还同步改造了
殿前一路闽南古镇段的中、侧分带，并加设隔
离护栏，引导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线过街。

这座广受村民喜爱的口袋公园，位于
村里苏颂文化广场的南边。很难想象，这
里原本是200多平方米的残败之地——残
砖零落，枯树横陈，杂草蔓延到悬空的废弃
电线上……村民常常会提醒自家孩子：少
去那里野。

该拿这片荒地怎么办？去年，借争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契机，苏厝村开展“四
线两区一公园”整治，发力推动进村入口、

道路交通、房前屋后、空中缆线、绿化景观
五大重点领域整治，把口袋公园的建设提
上日程。

碍于苏姓外迁族亲的祖屋属性，这块
地的修葺维护并不容易。“几次跟周边村民
商量，达成了保留龙眼树、枇杷树的共识。”
苏厝村党总支书记曾文委说，推平残垣断
壁后，他带头捐款2000元，号召全体村民
都献一份力。

铺设透水砖、安装排水设施、配备休
憩椅和路灯……很快，一个口袋公园的雏
形有了。“苏厝缺少吸引游客打卡的特色
地标，所以我们把两棵大树植入公园。”第
10片区驻村工作队队长黄志表示，一棵凤
凰木、一棵蓝花楹，为今后红蓝交错的美
景埋下伏笔。此外，他还动员村民合力修
缮周边老厝，进一步延伸口袋公园的辐射
范围。

“可以散步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
是苏厝村村民苏女士最直观的感受，丰富的
休闲空间不知不觉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小
小的口袋公园并不起眼，却能显著提高市民
生活质量，它们常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
如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运
动场所等。

在大同街道康浔村，活用一块闲置土地，
增设石桌椅凳、电灯杆、榕树围栏等基础设
施，成了村民纳凉谈天的好去处；在碧溪路的
红砖浮雕景墙上，刻画同安文化名人吴必达
的文章和画像，打造出富有文化气息的宣传
阵地；在厦门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北门的生物
园，闽南建筑造型之下，点缀着金山棕竹、红
枫、向日葵、蓝蝶花……2019年以来,同安区
启动口袋公园工程项目26个，完工24个，累
计投入资金2269万元，改造面积达5.22万平
方米，主要对建成区中的零星边角地、闲置地
或老旧小公园进行建设或提升改造，通过场
地清理、铺设步道、景观修复、文娱设施提升
等方式，为群众打造舒适、整洁、美观的休闲
健身娱乐空间。

“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口袋，但把手插进口
袋就会感到温暖，口袋公园就是这样的存在，
提供随时随地的幸福感。”同安区市政园林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见缝插针地建
设口袋公园，并不断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合理
配置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充分考虑城乡居
民生产生活以及休闲、游憩、观赏的需求，营
造丰富的生态景观，完善服务配套设施。

本报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黄静怡
雨后的小公园，红砖地像

刚洗过一样干净，两棵颇有年
头的龙眼树比平常更加翠绿，
往里走，去年底新植的树都赶
在春天里冒了新芽。这是记者
近日走访同安区洪塘镇苏厝村
所见的情景。

南北长 13步，东西长 36
步，这个几步就能走完的口袋
公园，几乎每天都要迎接嬉戏
的儿童、散步的老人。一段时
间以来，这种推窗见绿、出门进
园的口袋公园，渐渐覆盖同安
城乡大大小小的角落，成为市
民休闲生活的好去处。

农村荒地大变样 打造游客打卡地标

口袋公园遍地开
丰富市民休闲空间

▶苏颂文化广场南边的口袋公
园，一改过去荒芜脏乱的样貌，
变得整洁有序。（苏厝村 供图）

校村合作
助力乡村振兴

华侨大学光明之城乡村振兴
服务站——集美双岭站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应洁 通讯员 谭磊 吴江辉）
提升村庄风貌、打造乡村品牌、留住乡愁记忆
……在集美区灌口镇双岭村，这些与乡村振兴
有关的工作，将得到华侨大学青年师生的助
力。昨日，华侨大学光明之城乡村振兴服务站
——集美双岭站揭牌成立，加入服务站的10余
位青年师生走进双岭村开展实地调研，了解双
岭村的文化与地域特色。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的2022级学生黄彦凯
是一名来自斐济的侨生，这是他第一次走进中
国乡村开展实地调研。该服务站设立后，华侨
大学师生将携手双岭村开展村志编写、走进双
岭小学开展绿色课堂拓展营等活动。华侨大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师生将结合自身的专业知
识，为双岭村量身打造乡村振兴方案 。

华侨大学光明之城乡村振兴服务站成立
于2021年6月，团队以港澳台侨及境内青年
学生为主体，是一个集公益性、专业性、长期
性于一体的服务平台，通过挖掘乡村内部潜
在的文化驱动力，以校村合作方式在乡村发
展特色产业、打造宜居生态、传承文化积淀等
方面助力，用“造血式”公益实现乡村振兴。

目前该服务站已经在全国设立了7个分
站，近两年来在厦门、泉州以及贵州等地的十
多个村庄开展测绘调研、乡村规划、景观营造、
古建修缮、创意策划等服务实践。

推窗可见绿 出门即进园
同安区打造一系列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努力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