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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圆 通讯员 思公政） 近日，厦门首
家“厦门公安 e 站”在筼筜派出所揭牌启用，以原有便民
服务站、警务室、保安岗亭等为基础，通过统一名称、统一
标识、统一服务模式等方式，进行全方位软硬件提升，进
一步完善优化“7×24小时”15分钟便民服务圈。

据介绍，筼筜派出所打破户籍窗口场地及时间局限，
依托派出所门口 24 小时在岗的保安岗亭建设“厦门公安
e 站·筼筜站”，将一部分仅需在自助机上操作的业务从
原有户籍室中分割出来，汇总进入“公安 e 站”，打造全天
候的自助服务窗口。目前，该站内设备包含一台“e 政务”
自助服务一体机、一台出入境自助签证机、一台智能照相
体检机、一台共享雨伞租借便民服务机、一台共享充电
宝、一个陈列派出所反诈 IP“筜筜兔”周边产品的陈列
柜、一张给群众休息的桌子及两把椅子。“e 政务”自助服
务一体机自助服务终端目前已整合户政、医疗、住房、出
入境、交管等 25个部门 284项高频服务事项，成功对接国
家、省、市 26个政务平台。

“厦门公安 e 站·筼筜站”同时确定岗亭保安员为站
点咨询导办员，在场引导或为群众提供帮助。

首家“厦门公安e站”启用

本报讯（记者 田圆 通讯员 林玉招） 作为 2023 年
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23 两岸晒书节 7
月 21 日启动。本届活动由厦门外图集团主办，外图厦门
书城承办，包括两岸名家沙龙、文化市集、晒书大赛、经典
图书展四大板块内容，吸引线上线下近百万人参与。

两岸名家沙龙通过邀请张晓风、馒头大师、陈重穆等
知名作家学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在人文历
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文化沙龙，并以晒书节为引，与
两岸读者展开阅读交流，唤醒传统民俗记忆，引领阅读新
风尚。7月 21日至 7月 30日，更有近万册典藏图书在外图
厦门书城三楼艺文长廊展出。其中，3000 多册珍藏台版
书成为本次书展最大亮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书
籍，以及珍贵历史文献的影印版。

此外，20 余位来自两岸的摊主共同打造了集图书、
非遗、展演、传统特色文化于一体的文化雅集，摊位区包
含图书、非遗、文创手作、特色茶饮等内容，探索年轻化、
多样化的创新模式，赋予晒书节更新、更现代化的表达，
让传统民俗焕发出全新光彩。

两岸晒书节举行
线上线下近百万人参与

夏日的阳光映照着湖里区殿前街道殿前
社区，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红顶艺术社区，正
在举办第四届儿童艺术节。早些时候，这里还
举行“腾飞殿前·诗画家园”华侨故事茶话会，
邀请民俗学者、非遗传承人、老华侨一起探讨
在地华侨文化的精髓和价值。

殿前社区是厦门岛内一处典型的城中
村。近年来，越来越多艺术家钟情于这里独特
的风情和气质，他们利用建筑空间的更新，碰
撞出老与少、新与旧、传统与新潮之间的火
花，形成多元共融的城市社区文化。

这些“闯入者”如何把艺术的种子植入社
区空间？又给生活于此的居民带来了什么？

把艺术种子种在城中村

殿前六路 525号，几栋普普通通的白楼房
就是红顶艺术社区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经济特区建设的火热浪潮下，这里顺应改
革开放发展潮流建起了旗山工业园区。如今，
艺术空间成为这个旧厂房的新标签，也成为
唤醒城中村活力的新力量。

高大上的艺术和烟火气的城中村，如何
能够和谐共生？这是最初困扰红顶艺术社区
创始人陈丹妮的问题。

陈丹妮是土生土长的殿前“80 后”，从小
爱看展览、逛博物馆。在她眼里，家乡是有艺
术底蕴的，“殿前的旧建筑、传统文化保留得
很好，像祖庙、闽南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式
博物馆，再加上‘厦漂’与老村民、返乡华侨在
这里共同生活，多元杂糅构成了这里独特的
文化生态”。

2020 年，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她离开工作
生活 10 多年的北京，与 3 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回到厦门，在殿前创立了红顶艺术社区。

彼时，厦门市政府发布了漆画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并选定湖里区殿前街道打造现代
艺术核心区。随后，湖里区委区政府在科创艺
术小镇二期项目规划范围内，确立了以殿前
社区为核心区，打造以艺术文化特色产业为
主的文创产业园区规划。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改造，2021 年 5 月 22
日，红顶艺术社区一期正式对外开放。

虽然看好殿前鲜活的文化土壤，但是对
于艺术社区能否被认可、艺术种子能否在这
里生根发芽，陈丹妮心中依然没底。

开馆当天，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邱志
杰担任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
院副教授、艺术家汤南南的个展“四海志”重
磅登场，展览通过艺术的显性表达，共同探讨
海洋精神于当下的时代意义。

“一开始我们还担心这场定位为学术型
的专业性展览难以获得观众的喜爱，但展览
的效果告诉我们，多虑了。”陈丹妮说。

展出时，她看到有人在一幅作品前久久
驻足，不经意地发出“这不就是现在的我吗？
随波逐流，找不到方向”的感慨；她也听到艺
术爱好者的夸赞，“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高水平
的展览”……

“这场展览让我相信，艺术并非高高在上
的存在，它的本质是与人发生交流，直抵人
心，引发共鸣。”陈丹妮说。

为期三个月的展览吸引 8000 多人次观
看，收获不少好评，陈丹妮坚定了打造红顶艺
术社区的信心。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被这个独
特而专业的艺术空间所打动，把这里作为与

观众连接的窗口：侯莹×谭平舞蹈与绘画跨界
双人展、当代漆艺知名艺术家群展《从大漆出
发》、“ 油 然 而 生 画 悦 印 象 ”徐 模 油 画 作 品
展、青年艺术家群展《假期愉快》……创立以
来，红顶艺术社区已与 200 多位艺术家合作，
共推出展览 20场，完成 201场活动。

让艺术在这里被看见

事实上，另一个让陈丹妮坚持回来的原
因，是出于对福建艺术传承发扬的使命感。

经过多年发展，福建当代艺术家已成为
国内不可或缺的一支艺术主力军。对此，陈丹
妮感到自豪又有些遗憾：一批闽籍艺术家选
择扎根外地，而福建缺少让艺术被看见的载
体和契机。

红顶艺术社区是陈丹妮打造的“福建艺
术被看见”的载体，而海洋文化则是红顶的艺
术核心。

海洋文化是福建也是厦门的重要特质和
传统底色。经过一番思考，红顶艺术社区决定
以海洋文化作为首要研究方向，展开国际艺
术展览及学术课题研究。

2022年 10月，“海洋学”开展。这是陈丹妮
带领团队经过半年多筹备，联合一众艺术家推
出的年度项目。同年 11 月，在“海洋学”展期
内，红顶艺术社区开展了衍生活动——海洋说
专题论坛，邀请各行各业的嘉宾，与观众畅谈
闽南文化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等海洋文化。

随着展览和艺术活动的增加，不少艺术
家 来 到 厦 门 ，将 艺 术 创 作 梦 想 扎 根 于 这 块
理想之地。漳州籍艺术家时间，就是其中的
一位。

时间从事城市艺术公共空间运用 5年，此
前一直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2022 年，时
间从外地回到厦门，居住在殿前。这里地处厦
门交通门户，但自成一格、安逸闲适，很适合
潜心设计创作。

在一次红顶艺术社区与殿前街道共同举
办的活动中，时间认识了陈丹妮，并应邀入驻
红顶艺术社区。他的“来去丸工作室”位于三
楼。在这里，时间尽情释放他的艺术灵感。“厦
门是一座年轻、时尚、文艺的城市，有良好的
艺术氛围，咖啡馆、时尚街区等都与涂鸦艺术
十分契合。”时间说。

2021 年，时间策划的以“成人幼稚园”为
主题的涂鸦展览走进厦门商圈，向公众诠释
涂鸦艺术。随着艺术风格越来越成熟，全国不
少城市向时间抛出橄榄枝，邀请他为城市艺
术空间做一番改造。

“希望将红顶艺术社区打造成厦门未来
的文化新地标，提供最先锋的艺术、理想的生
活休闲方式。”陈丹妮说。

红顶艺术社区积极邀请艺术家前来驻地
创作，目前已有知名艺术家工作室 40余间，已
进驻全国漆画金奖艺术家陈金华、汤志义、陈
立德、吴嘉诠、苏国伟、张玉惠，油画名家张立
平、顾黎明，中国画名家范扬、林容生、何加林、
张见、林涛，名家群集形势已初具规模。此外，
红顶艺术社区二期建筑也于去年底改建完成，
将持续吸引更多的艺术名家向厦门会聚。

红顶艺术社区现已挂牌国际艺术机构 3
个、省级艺术机构 18个，以及厦门大学艺术学
院、艺象万千文化交流基地等，园区逐渐呈现
出艺术产业的初步生态。

“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一群年轻人敢闯
敢拼，坚持不懈，以艺术为媒介，一点点渗透
进当地人的生活，构筑了良性的文化生态系

统。”油画家张立平一直关注着红顶艺术社区
的成长。

探索艺术融入生活

红顶与殿前的相遇并非偶然。在决定回
到家乡后，陈丹妮便把艺术空间与脚下这片
土地紧密相连。

“艺术空间的使命是服务于社区、服务于
人。”陈丹妮说，从一开始，红顶艺术社区就非
常注重在地性，让艺术渗透到城市的街巷，触
发人与城市、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与交流。

在陈丹妮和团队看来，城中村如同城中
之城，是城市形态的多元呈现。所以，社区项
目是红顶非常重要的部分。

2022 年，“腾飞殿前·诗画家园”福建省首
个城中村主题地域特展举行，展出由 40 位艺
术家及 20 位殿前村民共同完成的 65 件艺术
作品，这是让艺术深入生活的一次有益探索。

在艺术家们眼中，殿前村的红色文化、闽
南建筑、庙宇文化、百年教育和华侨血脉是不
可多得的创作灵感，他们以此开展写生创作，
关注和表现当今城市化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
的社会巨大变迁，展现城市化议题中对人文
现状的深入观察与思考。

中国首位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大
奖的女性导演黄骥，受邀带领 10位村民用“电
影思维”视频载体来记录、表达对家园的观
察、热爱，并于拍摄结束后举行放映礼，邀请
市民朋友一起观赏。

居民陈元秋惊叹不已：“我在这里生活许
多年，身边的变化虽然看在眼里，但从艺术的
视角去审视还是第一次。以前从未发现身边
有这么多有趣的场景，看到街坊邻居能够拍
电影，自己以后也得学习学习，试试记录身边
的生活。”

持续一个月的城中村主题地域特展激发
了村民的艺术兴趣，仅仅半个月后，“腾飞殿
前·诗画家园”第二季活动之“花花补丁”又马
不停蹄地拉开序幕。

罗盛天是“花花补丁”计划的发起人，他
把这项计划从广州带到厦门，与村民一起用
毛毡小花，修补城中村里老建筑物的破损缺
口。

“通过公共艺术唤起村民的自豪感，深化
在地艺术活动，推动社会大美育，能够更好地
提升城市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殿前街道党工
委书记唐达达说。

艺术“闯入”城中村，就像向平静的湖面
投入石子，泛起涟漪。殿前街道已经连续举办
多届“腾飞殿前·诗画家园”艺术嘉年华，激发
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如今，不光是各类艺术展览，融入布袋戏
等传统艺术的创意市集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备受年轻人喜爱。殿前街道还选取辖内公共
闲置空间开展老街区艺术改造，开展当代艺
术创作、涂鸦艺术创作、艺术装置布置等，把
城中村打造成无边界的美术馆。

艺术改变生活，关键是改变生活在这里
的人，为他们打开认知世界的窗口。2021 年 1
月，红顶艺术社区开启对儿童美育的研究与
实践，目前，已举办四届艺术节。“艺术节的发
起，旨在连接艺术家、教育者、社区工作者、家
庭以及孩子，搭建共同推进美育探讨、发展的
平台。”陈丹妮说。

把艺术的种子种在城中村，以艺术的方
式融入社区、城市的发展，红顶艺术社区还将
做更多的探索。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谢修能）来自厦门海
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进
出口 56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6.9%；其中，出口 147.3
亿元，同比增长15.6%，进口413.9亿元，同比增长62.5%。

民营企业增长抢眼，上半年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
228.9亿元，同比增长 67.9%，占同期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
进出口总值的 40.8%。

据悉，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出口以机电产品和劳动密
集型产品为主。上半年共计出口机电产品 65.8亿元，同比
增长 29.2%；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41.7 亿元，同比增长
23.8%。进口则以能源、矿产和农产品为主。厦门进口煤及
褐煤、金属矿及矿砂分别为137.1亿元和93.8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237.8%和 5.1%，合计占厦门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口
总值的55.8%。同期，进口农产品57亿元，同比增长13.8%。

又讯（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洪思扬）据厦门海关统
计，上半年厦门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854.6亿元，同
比增长1.1%，占厦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7.8%。其中，出口
352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502.5亿元，同比增长0.9%。

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是厦门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
伴，上半年共计进出口 377.7 亿元，同比增长 22.5%，占厦
门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44.2%。厦门民营企业对东盟进出
口增长抢眼，上半年进出口 316.2 亿元，同比增长 14.2%，
占同期厦门对东盟进出口总值的 37%。

上半年厦门对金砖国家
进出口劲增46.9%

本报讯（记者 邓婕） 近日，在汽笛的鸣响声中，“嘉
庚”号科考船缓缓离岸，第四届厦门大学“海丝学堂”人才
培养计划正式启动。

本届“海丝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从 7 月 19 日持续至 8
月 9 日。来自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厦门科技中学等院校
的 97名师生，参加 3个航段的海上实践，分组开展常量营
养盐测定、海洋环境水声通信性能、重力柱采样等海上作
业，涵盖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物理海洋学、地质海洋学
和应用海洋物理与工程等不同方向的研究任务。其间，将
通过“嘉庚号海洋大讲堂”，在云端开展远程海洋科学现
场授课和科普。

据介绍，“海丝学堂”于 2018年 7月首航，逐步建成跨
洋越海、辐射东南亚的海洋拔尖人才培养特色项目。2021
年，“海丝学堂”人才培养模式获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计划 2.0创新案例奖。

第四届“海丝学堂”
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近日，厦门大学长汀农村公益夏令营的小营员来到
厦门大学，聆听管理学院潘维廉教授讲述他在中国 30 多
年的所见所闻。来自长汀县河田镇偏远山村的小朋友给
潘爷爷表演了歌舞节目。图为潘维廉教授和小朋友合影。

本报记者 田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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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邓
婕

廖
丽
萍

每当飞机降落美丽鹭岛，
乘客从空中俯瞰，总能看见成
片的红色坡屋顶。这里是湖里
区的殿前，也是红顶艺术社区
名字的由来。

在城中村打造艺术空间，
创办红顶艺术社区，源自一个
年轻人对艺术的追求和浓浓的
乡愁。陈丹妮的初心很简单，希
望把艺术带回到这片热土，也
希望承载着暖暖温情的故乡能
够越来越好。

如何实现这份初心？陈丹
妮的做法也很简单：用艺术激
活社群，挖掘更多厦门本土文
化，唤醒老城区活力。

当前，厦门正着力推进城
中村华丽转身，落实城中村现
代化治理工作。

以艺术为纽带，陈丹妮和
故乡实现了梦想与发展的双向
奔赴，而随着城市更新进程的
加快，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
的双向奔赴。

城市发展期待
更多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廖丽萍 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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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殿前艺术嘉年华现场首届殿前艺术嘉年华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红顶艺术社区里的形象展示墙红顶艺术社区里的形象展示墙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第二季第二季““腾飞殿前腾飞殿前··诗画家诗画家
园园””的的““花花补丁花花补丁””计划吸引了不计划吸引了不
少小朋友参与少小朋友参与。。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