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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品质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也是

与居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重点。如何有效

破解旧城区的改造难题、带动新城区的发展

是政府转型升级亟需面对的问题。

福建厦门被誉为“海上花园城市”，地处

厦门岛北部的湖里区是经济特区发祥地，也

是厦门最初的工业集聚区。然而随着时间推

移，曾经热火朝天的厂房逐渐暗淡，早期建立

的一些社区基础设施陈旧、环境脏乱。为彻

底扭转这一局面，近年来，厦门市深入实施提

升城市品质行动，改造老城区、建设新城区，

全面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和发展能级。

老城区有了新活力

“这些闲置土地就像城市的一块块伤疤，

既难看又无用。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活

力’重新注入这些闲置空地，盘活这些空间。”

湖里区委书记吴新奎告诉记者。

湖里区的工业产业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浪

潮建立起来的。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

者在这里进行基础设施和厂房建设，为特区

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时光飞逝，以华

美卷烟厂、厦华电子公司等为代表的工业明

星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应对传统制造

业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2006 年，湖里区

委、区政府决定将传统制造业外迁，为高新产

业入驻腾出空间。

这一决定导致大量厂房被闲置。为解决

这一难题，湖里区以老工业区的升级改造为

抓手，将旧厂房建设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

目前，湖里区已改造完成华美空间文创园、联

发文创口岸、联发东南天地、海峡建筑设计文

创园、海西工业设计中心一期、两岸客家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一品创客海峡文创（湖里）基

地七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后的老

工业区受到不少影视剧组青睐，成为一些影

视剧拍摄的主场。

走进华美空间文创园，一栋栋具有时代

感的老厂房变身“工业风”咖啡馆、旧物

仓⋯⋯在这里，市民游客不仅能重拾旧时光，

还能感受时尚的活力。

除了打造文创园，湖里区还积极融入金砖

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战略，建设

金砖创新基地总部区、金砖数字工业智谷、金

砖 TOD 项目三大组团，携手中国通用等企业

联合打造金砖国家全球产业服务平台等产业

项目，开工建设金砖数字工业智谷，促进通用

金砖总部区、金砖 TOD等项目实质落地。

从厦门经济特区到金砖创新基地，作为

对外开放的排头兵，湖里区抢抓机遇，加快打

造湖里金砖数字新城。“我们以金砖为突破

口，将‘一带一路’的资源带回到湖里，促进与

国际接轨，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建设。”湖里区

区长黄颖说。

今年，湖里区还将紧抓地铁第三期建设

契机，按照“产城融合、站城一体”思路，合理

制定全区 16 个 TOD 综合开发项目时序。其

中，由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竞得的湿

地 TOD 项目，是福建省首个 TOD 成片开发

示范样本，将结合厦门城市特色，从城市经营

管理的视角出发，走出一条兼顾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城市新发展路径。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破旧局促的矮小楼房、纵横交错的狭窄

巷道，在现代化城市中，城中村显得格格不

入。目前，湖里区有 23 个城中村，土地面积仅

有 6.4 平 方 公 里 ，却 容 纳 了 湖 里 区 近 50 万

人口。

“如何既保留城市的烟火气，又能提高外

来人口的舒适感，是我们提升改造城中村治

理方案的方向。”吴新奎表示，我们研究制定

了《湖里区城中村综合治理方案》，实行“一村

一方案”，以缆线整治为突破口，重点推进改

造基础设施、改造内部环境、提升服务体系、

提升管理体系、提升文旅商融合品牌“两改造

三提升”，努力将城中村建设成为安全、有序、

和谐的特色城市空间和年轻人、新厦门人的

友好型社区。

走进湖里街道后浦社区，记者看到原来

主干道上空的缆线不见了踪影，背街小巷一

块块空地被改造成一个个“口袋公园”，市民

三三两两在公园里休闲聊天。湖里街道党工

委书记林剑锋说：“去年 6 月，后浦社区实施以

缆线整治为切入点的基础设施和内部环境改

造工作。目前，后浦社区已完成强弱电、站房

建设、雨污排水管道病害修复、智慧城中村等

改造工作，主干道缆线全部移到地下，道路景

观提升改造施工处于收尾阶段。”

对于后浦社区的变化，2019 年大学毕业

来到厦门工作的陈虹感受颇深。“我刚搬来的

时候，后浦的路面都是破损的，抬头看到的都

是电线、网线。去年，后浦就开始修整路面、

缆线入地。现在的环境好多了。”

后浦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伟伟

说：“我们最终想实现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目

前，我们成立了城中村治理委员会，通过一个

更大的架构来规范居民事项。同时，也在积

极对接一些相关部门，共同出资成立一家运

营公司来承接社区的物业管理。”

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没有物业管理的

难题，湖里区东渡片区已引进愿景集团代管

物业。该项目涉及东荣、东渡、金鼎（部分）、

新港（部分）4 个社区，为这 4 个社区 25 个老旧

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及空间运营，这是厦门市

第一个采取“投建管运”一体化模式的项目。

愿景集团福建区域副总经理陈小勤告诉

记者，该项目可以通过施工利润、停车位、社

区公共服务空间的运营等收益，平衡社会资

本的自有资金投入及物业管理的缺口。

对于一直处在无物业状态的东兴小区而

言，愿景集团的加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东

兴小区业委会主任杨再发说：“以前是我们组

建自管小组来管理家园。现在有物业来管理

是好事，希望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

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3月 18日 15时 50分，位于湖里区后浦社区

同吉大厦楼顶制高点的全景球机捕捉到后浦

社区 183 号附近区域发生高空烟雾火情警报。

1 分钟内，火情警报通过湖里区创新建设的“数

字湖里”智慧平台，传达给各相关部门。

智 慧 湖 里 数 字 公 司 技 术 总 监 王 宇 成

说 ：“消防预警监测是‘数字湖里’拓展的 N

个应用场景之一，能够通过高空视频监控，对

烟、火等现象进行识别预警，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解决。”

“数字湖里”智慧平台是湖里区于 2018 年

启动建设，以“城管+便民+指挥”为核心，以空

间信息为基础、以事件处置为线索构建的“数

字湖里”公共管理集成平台。湖里区把城市

管理各类对象主要信息数据录入集成平台，

打造“人、地、房、物、事”一张图，辅助社区综

合治理，实现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近年来，湖里区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不断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在厦门岛

内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安社区的高

林居住区，每周二、周五下午，都能看见一个

熟悉的身影带着一支志愿者队伍在小区里回

收有害垃圾。2019 年，邹世恒组建邹奶奶环

保站，吸纳了 89 人的垃圾分类宣传志愿者队

伍，一直在开展有特色的“红桶行动”。

“我退休了，但我还能做事，就想发挥点

余热。”邹世恒说，为了让垃圾分类深入居民

心中，邹世恒自学电子琴，编排与垃圾分类相

关的舞蹈、快板和小品，在寓教于乐中向居民

宣传知识。

金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惠萍

介绍：“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小区秘书助理、楼

道长、楼层管家等为主体的志愿垃圾分类自

治队伍，深入楼道、家庭，去居民家中查看他

们的垃圾分类情况，从源头上提高分类准确

率，实现垃圾减量化。”

近段时间，一批经过

改造的新型数字公共电话

亭 ——“Hello 老 友 亭 ”出

现在上海街头。作为上海

公用电话亭数字化升级项

目，改造后的老友亭除了

保留插卡通话功能、拓展

手机充电功能外，还能通

过亭内新设的电子屏幕实

现一键叫车、预约挂号、15

分钟生活圈、养老金查询

等民生服务功能，数字生

活在公用电话亭里开拓出

了养老服务新场景。

近年来，多地掀起了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浪

潮，一些地方也构建起以

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

框架。可以说，现代城市

中经济、生活、治理领域的

数字化升级，已成为面向

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之举。在城市生活

通向数字化的过程中，不

可避免存在老年人使用数

字技术方面的障碍，不断

出现的“数字鸿沟”让不少

老年人难以享受到数字生

活的红利。

上海街头出现的老友

亭无疑是帮助老年人“触

网”、弥合“数字鸿沟”的有

益尝试，虽然在实际操作

中还有很多功能和服务需

要进一步完善，但在数字

化转型的同时不断开动脑

筋、创新应用场景，想方设法让更多老年人参与并融入

现代数字生活的做法和思路仍然值得提倡。

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于加快数字服务的

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人学习门槛和使用成本。随着

互联网技术更加成熟，智能手机的使用场景在社会生

活中无处不在，但看似丰富的 APP 应用和功能设计对

老年用户来讲很可能就是负担。因此，不管是提供民

生服务还是商业化服务，都应从老年人的站位和视角

出发，聚焦老年群体日常高频场景，深入调研倾听民

意，通过构建老年群体大数据库，真正将老年人的意愿

和使用习惯纳入技术开发环节，将其真实体验及诉求

传达给服务提供商，进而实现数字服务的适老性。

弥合老年“数字鸿沟”的关键在于重视数字反哺效

用，让老年人愿意接触和融入数字生活。所谓数字反

哺，简而言之就是年轻人对老年人使用数字媒体、网络

和其他技术的支持辅助行为。有些老年人并非不愿拥

抱互联网、排斥新技术，而是因为不得其法。此时，数

字反哺就显得十分重要，年轻人能够为老人提供最直

接、最有效的技术辅导和支持，增强老人拥抱数字时代

的信心。年轻人应当理解老年人接受、适应新生事物

的滞后性、缓慢性，通过沟通互动帮助老人学习适应新

技术，逐步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和网络素养，使老年

人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数字生活。

这是航天级合金钢飞轮转子，转速超过

40000 转/分钟，却能无磨损、功耗低且寿命

长。怎么做到的？从剖面图可以看到，高速

旋转的飞轮采用了磁悬浮轴承技术，旋转体

处于真空环境的完全悬浮状态。

拥有这项全球领先技术的是沈阳市铁

西区一家小企业——沈阳微控新能源技术

公司。该公司总裁李文东说，5 年时间，企业

就凭借其在国际领先的磁悬浮飞轮储能技

术 解 决 了 行 业 内 一 系 列“ 卡 脖 子 ”关 键 问

题。公司是中国唯一量产应用的飞轮企业，

已有近 3000 台飞轮储能设备安全运行在多

个国家，稳定运行时间超 10 万个小时。

“新能源及节能环保”是沈阳市确定的

重点产业链之一。近期，沈阳一批重点项目

开工建设，抢先布局新能源新赛道，积蓄发

展新动能。3 月 20 日，投资 100 亿元的亿纬

锂能储能与动力电池项目在沈阳市铁西区

正式开工，设计年产能 40GWh，主要应用于

储能与动力电池，填补了沈阳新能源动力电

池产业空白。

3 月 19 日，沈阳市委书记王新伟在中国

新能源汽车大数据 2023 年产业大会上表示，

沈阳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

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为持

续提升沈阳市头部企业配套园区效益质量、

拓展特色工业园区规模数量，目前，沈阳正

重点推进 428 个“10+20”园区项目，计划总

投资 1694.6 亿元。以高质量项目为抓手，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一批

新的增长引擎。

近段时间，沈阳市铁西区布局新能源产

业版图的大棋悄然落子。锂电池、氢能、储

能等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发布应用

场景，投资总额达 185 亿元的 12 个新能源重

点项目现场签约。宝马集团投资 100 亿元大

规模扩建动力电池生产，集供应链、研发、

动力电池及电动车生产于一体，建立起完备

的本土电动化能力体系。沈阳已成为宝马集

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同时，采埃孚新能

源电驱动系统及电机生产设备基地等数十个

新能源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抢抓新机遇，

争先新赛道，铁西区将强力推进新能源产业

高质量发展重点，构建‘4+1’新能源产业

体系，即锂电池、氢能、储能、风能四大重

点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应用，培育千亿元级

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东北新能源产业基

地。”铁西区委书记郭忠孝说，铁西区要在

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中担大任、当

先锋。

在传统赛道上，一批老字号企业也不甘

示弱。沈鼓集团副总裁、首席技术官张勇

说，沈鼓集团聚焦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清洁能源、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发展步伐。企

业实现数千套大型压缩机能耗降低 5%至

8%，通过节能每年可减少碳排放近千万吨。

百万吨级 CCUS 压缩机填补了国内空白。

高压储气库用离心压缩机，大型 LNG 装置

配套全系列压缩机，加快核泵推广应用，全

面助力核电产业发展。60MW 储能压缩机

研发和示范应用，根据氢能供应体系建设需

求，开发氢气液化和输送用压缩机。

近三年，铁西区新能源企业产值年均增

速达到 15%以上。目前，铁西新能源行业企

业和重点项目多点开花。以宝马全新动力

电池、亿纬锂能等为代表的锂电池项目，以

布克哈德远大压缩机、沈鼓集团等为代表的

氢能企业，以亿纬锂能、微控新能源等为代

表的储能企业，以沈阳远大集团、中复连众

风电科技等为代表的风电企业，以特变电工

智慧能源、拓源沈机新能源等为代表的光伏

企业，以东管电力、中科环境等为代表的核

电企业，以三一新能源矿车、北方重工分布

式光伏、协鑫移动能源等为代表的新能源应

用项目⋯⋯在新能源新赛道上，产业规模和

体量迅速发展壮大。

“ 绣 花 针 ”织 密 民 众 幸 福 网
——厦门深入实施提升城市品质行动

图为厦门山海健康步道图为厦门山海健康步道。。 胡康强胡康强摄摄

近日，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为原型摄

制的《南湖女儿》在嘉兴举行首映仪式。影片根据 2014 年央

视大型活动《寻找最美村官》的真实人物事迹改编，生动讲

述了一位临危受命的女村支书在“红船精神”的激励和鼓舞

下，扎根基层、奋斗基层、奉献基层的故事。

电影里，主人公陈慧萍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带领当地群

众，用 17年的时间探索乡村善治、开展村庄整治，打响文化品

牌，逐步将所在村从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问题村”蝶变

为经济富裕、乡风文明的“幸福村、和谐村”。真实再现了一名

基层党员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生动展

现了陈慧萍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奋斗故事与奉献精神。

影片《南湖女儿》将目光聚焦在嘉善县天凝镇的洪溪

村，从一个海外归来年轻人的视角，以插叙的方式，串联起

了整个村庄的发展历程，既体现了村庄十几年的变化，又能

让观众和男主角产生共情，体会到这小村庄里发生的每一

个动人故事。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多以视角聚焦在历史

重大事件或以老一辈奋斗为主题，《南湖女儿》立足于人民

群众，用温馨的镜头语言，讲述了老中青三代人的故事，描

绘了一幅南湖边的温情画卷。

电影《南湖女儿》在首映仪式后，于2023年4月8日在全国

上映。 （数据来源：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人民政府）

·广告

以浙江嘉善县天凝镇洪溪村为原型

电影《南湖女儿》全国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