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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亮登场。 （资料图片）

3 月 13 日，厦门市同安区召开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总结点评 2022 年以来全
区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的工作情况，对当前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各级部门要找准
切入点和着力点，进一步补齐短板弱项，并对
2024年的争创收官相关工作进行部署推进。

近年来，同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工
作，锚定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目标，靶向发
力，以推进“飓风肃毒 2022”会战行动等为抓手，
全力做好缉毒执法、禁毒宣传、涉毒人员服务管
理等方面工作，打造具有同安特色的禁毒品牌。

重拳出击
高压严打涉毒犯罪

今年 1 月初，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禁毒大
队掌握到关于吸毒人员出现在同安辖区的相关
线索。随后，禁毒大队与大同派出所联合出击，抓
获吸毒人员黄某。通过审讯分析，其在广西活动
的上线韦某逐渐浮出水面。

在厦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支持下，同安公安
分局立即组织禁毒大队精干警力奔赴广西开展侦
查抓捕。经研判布控，锁定上线毒贩的藏匿区域并
掌握其活动规律。1月25日13时许，在当地警方协

助下，同安禁毒民警在广西某机场门口抓获犯罪嫌
疑人韦某，当场缴获依托咪酯、K粉等毒品，斩断一
条跨省贩毒链条。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守护绿色净土，筑牢无毒防线。同安区对辖区
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紧盯
涉毒重点区域，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力情报等手
段，及时发现、打击、查处涉毒违法犯罪人员。2023
年，共破获各类涉毒案件28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
人34人，查处吸毒人员26人次，移送起诉17人。

警地同心
戒治帮扶多措并举

3 月 28 日，同安区汀溪镇综治办与镇社会事
务办、镇残联的工作人员以及禁毒社工，一起来
到汀溪镇五峰村村民卢某的家中探望。

据悉，卢某于 2013 年 9 月因吸毒、贩毒被公
安机关抓获，经戒治、改造后，目前在一家工厂上
班。然而，其父亲因车祸卧床已有 11 年之久，卢
某的母亲需要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丈夫，无法外
出务工，一家人经济状况困难。

工作人员除了携带慰问品登门问候，勉励卢
某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也详细了解卢某一家的
生活情况，在对其条件逐一审核后，鼓励卢某提

交低保申请事宜。
“卢某一家一直是我们重点帮扶对象，除了日

常慰问，还为其申请了残疾人护理补贴，赠送理疗
床和护理床垫等。”汀溪镇禁毒社工黄嫄嫄表示。

近年来，同安区常态化开展吸毒人员“平安
关爱”帮扶工作，把关怀和问候送到社会面吸毒
人员身边。另一方面，严格落实社区戒毒和社区
康复管理，密切掌握“社康社戒”人员活动轨迹和
现实表现。

截至 3月，同安区已建成 11个“社康社戒”工
作站，共执行“社康社戒”人员 719 名。目前，已无
正在执行社区戒毒的人员，尚有正在执行社会康
复人员 5名。

管宣并重
易制毒监管送“法”上门
4 月 3 日上午，同安区召开全区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联席会议。随后，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一同
前往辖区企业，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安全使用、
出入库台账登记、存储场所安全设施配备等情况
进行安全检查。同时，展开安全宣讲，向企业讲解
易制毒化学品相关的法律法规。

据了解，同安区共有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338

家，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基本情况已由相关部门
全面掌握，所有企业入网新易制毒化学品平台。

“通过联合检查、日常检查等方式，督促企业进一
步加强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严防易制毒化学
品流入非法渠道。”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禁毒
大队大队长王潇靖表示。

既要严格监管，也要细致服务。同安公安分

局禁毒大队依托“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平台”，指派
专人负责，对易制毒化学品实现当天网上审批，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

仅在今年3月，同安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就核发
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审批 302份，购买核销 172
单，审批购买运输备案1单，有力落实禁毒领域“放
管服”改革举措，为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同安：全面发力筑牢防线 禁毒工作多点开花
□本报记者 邱赵胤 通讯员 郑素描 杨心亮 陈慧芹

本报讯 （记者 邓婕） 近 日 ，厦 门 市
湖 里 区 殿 前 街 道 嘉 州 花 园 通 过 厦 门 市 宁
静小区试点创建专家评审。这是殿前街道
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维护安宁环境，共
建美好家园的最好诠释。

去 年 9 月 ，厦 门 发 布 全 国 首 个“ 宁 静
小区”地方标准，为宁静小区创建提供评
价依据。为树立环境管理优秀、生活安静
舒适的居住小区典范，殿前街道聘请专业
第三方机构，以嘉州花园为试点开展宁静
小区创建。

在 创 建 之 初 ，殿 前 街 道 明 确 创 建 目
标，紧密围绕“人间烟火气下的和谐安宁
小区”建设理念，制度化、品牌化、创新化、
常态化打造“互动互助地减少噪声排放，
互谅互让地解决噪声纠纷”的小区氛围。

殿前街道系统谋划创建工作，成立创
建工作组，完善小区噪声管理体系，安装
噪 声 自 动 监 测 设 备 ，布 设 噪 声 防 治 警 示
牌，集中整治各类噪声污染问题，为小区

创建宁静和谐的居住氛围。经调查，创建
知晓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居民对小区声
环境质量满意度超 95%。

殿 前 街 道 依 托 宁 静 小 区 IP 品 牌 形
象 ，设 计 专 属 微 信 表 情 包 、宣 传 海 报 、宣
传 标 语 和 景 观 造 型 等 。通 过 品 牌 效 应 营
造 情 感 共 鸣 和 互 动 体 验 ，使 居 民 自 发 自
觉参与到创建中。同时创新工作方法，运
用 互 联 网 工 具 打 造“E 码 通 ”、数 据 云 平
台等，供居民随时线上调阅创建法规、公
约，并接受噪声在线监测。

宁静小区创建需要多方力量。殿前街道
聚焦常态长效，建立由街道负责统筹协调，
社区、物业以及居民等共同参与的宁静小区
创建工作组，通过动员部署，科学制定实施
方案；各部门协同，推动逐级落实噪声污染
防治责任；持续巩固深化创建成果，推动创
建工作常态长效，形成小区噪声人人有责、
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共管共治共享的良好
氛围。

殿前街道：

争创宁静小区 营造和睦邻里

厦门湖里区五缘音乐厅内，随着指挥棒
轻轻一挥，银色的长笛、金色的小号、乌黑的
单簧管，各自发出或清脆或高亢的声音。没
有人能想到，台上这些专注而认真的演奏
者，其实是一群听不见的孩子。

14 日，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聋生管
乐团举办毕业季专场音乐会。这支特殊的乐
团成立于 2017年，目前有学生 27人，其中聋
生 21人，孤独症孩子 6人。现场，他们带来了
12 首国内外经典曲目。演出结束时，全场掌
声雷动。观众在主持人与手语老师的带领
下，向这些孩子比画出手语“你们很棒”。

时间回到 2017 年，厦门敦善管乐团来
厦门市特校表演。当看到泛着金属光泽的
各式乐器时，孩子们眼里闪烁着好奇的光
芒。得到乐团老师的许可后，孩子们忍不住
上手摸。

“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建立管乐团的想
法，是孩子们提出的要求，敦善管乐团的老
师答应了。”厦门市特校校长陈莎茵笑着说。

从此，敦善管乐团老师利用中午时间免
费给孩子们上课，每周 3 次以上，每次不少
于 90 分钟，这些特殊的孩子有了和普通孩
子一样学音乐的机会。

仔细观看这场音乐会，你能发现其中
特别的地方：敦善管乐团的老师们分坐在

学生中间，或用手在学生肩头、腿上轻打节
拍，或用手指在琴谱上根据节奏指出要演
奏的音符。

“从零基础到正式上台表演，快的孩子
要一年，慢的要三四年。”厦门市特校乐团负
责老师陈旭飞说。

去年 10 月，敦善管乐团的老师告诉陈
莎茵，这几年孩子们学了不少乐曲，可以试
着办一场专场音乐会。这让陈莎茵又诧异又
惊喜，一开始只是想让孩子们学些管乐，没
想到不仅可以成立全国首创的以聋生为主
的特殊学生管乐团，还能够举办专场演出。

“4 月，是这些特殊孩子的高考季。在这
样的时间节点，举办一场特殊的毕业季专场
演出，不只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告诉社会，特
殊孩子也有着无限可能。”陈莎茵说。

据了解，厦门市特校 2024 届听障部高
三共 13人，高考方向 7人将于 4月 28日前分
别到天津理工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等考点参加高考；职业方向 6 人皆已参加实
习；2024 届心智障碍类学生有 7 人需要就
业，目前已有 4 人签订就业合同，1 人落实就
业单位。

“我们用这场音乐会，送别每个即将毕
业和就业的孩子，感谢给予特殊教育工作关
注和支持的企业。”陈莎茵说。

听不见的孩子，
也能开一场音乐会

□见习记者 黄星榕 文/图

音乐会现场音乐会现场

4 月 13 日，“宠物巴士”从厦门筼筜天虹商场开往
五缘湾天虹商场，50 只萌犬在主人的带领下自如地乘
坐双层巴士游览厦门，吸引了许多路人的目光。巴士抵
达后，厦门市第二届萌宠游园运动会正式启动，170 余
只宠物狗齐聚一堂，萌态各异。

活 动 现 场 ，宠 物 文 创 、宠 物 美 食 、宠 物 用 品 、游
戏互动……多元的宠物市集摊位引来围观。在厦门
市公安局的文明养犬主题摊位上，民警们为宠物主
人普及文明养犬知识法规，现场还开设养犬办证服
务点。

规范、文明养犬不仅是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维护公
共秩序、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的需要，也体现了一座城市
的人居品质和文明程度。《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
法》修订升级版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以来，厦门市
公安、农业农村、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建设、卫生健康等
部门建立协作机制，推进养犬规范管理，群众文明养犬
意识明显提升。

开放领养渠道
为流浪的它寻找温暖的家

“领养代替购买 ，给 ta 一个家 ，新一期流浪犬只
领养相关信息来啦，诚挚邀请有意愿的市民前来领
养……”3 月 29 日，“厦门城管”微信公众号公布了最新
一批待领养的“毛孩子”信息。在朋友圈看到别人转发
的推文后，市民陈先生立刻打通联系电话，咨询领养相
关事宜。

陈先生表示自己一直希望有只狗狗陪伴在身边，
领养活动让他有机会能领养到一只属于自己的爱犬。
成功领养到一只 2岁左右的柯基后，他开始着手带小狗
办证、打疫苗。“希望未来可以相处愉快，成为彼此相伴
的‘家人’。”陈先生说。

在厦门市执法局养犬专班，负责人蒲怀泉拿出最
新统计数据：自向社会公开发布犬只领养信息以来，厦
门市执法局已先后发布 23 批次，遴选推送犬只 200 余
只，被成功领养 90余只。

开放犬只领养，既为符合喂养条件的收容犬找到
一个家，又为希望养犬的市民提供犬只来源。“经过近
两年运行，这项举措深受市民好评。”蒲怀泉说。

厦门市执法局依据相关规定，对开放领养的每一
个环节进行了多方调研，既要保证犬只健康，又要符合
法规规定，还要考虑领养犬与人有亲和力、领养人的领
养条件以及责任与义务等。

每一次领养信息发布后，养犬专班都会收到不少
市民的咨询电话。领养前，执法人员都会先答疑解惑，

告知市民相应的领养条件，然后再与有意愿的领养者
约定好时间和地点，签订领养协议、办理完手续后，才
放心地将犬只交给领养人。

蒲怀泉说：“犬只领养 15 天后，相关部门还会对犬
只的饲养情况进行回访及跟踪，提醒领养人及时落实
防疫与办证等要求。犬只管理的初衷是服务市民、服务
社会，我们把服务做得扎实，执法压力就小一些。当然，
我们也希望犬只领养人不仅要对狗狗有爱心、负责任，
还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文明养犬，维
护和谐的邻里关系和城市卫生环境。”

打破数据壁垒
建立智慧养犬管理平台

2022 年，《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法》修订升级
版实施后，集美区在各街（镇）推行“依法文明养犬示范
小区”建设，先后建成 11 个“依法文明养犬示范小区”，
其他区也陆续推进“依法文明养犬示范小区”建设，既
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效果，还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
氛围。

城市文明养犬管理背后，离不开“智慧”的保障。厦
门市开发智慧养犬管理系统，将养犬管理纳入数字信
息管理平台，只要打开“厦门 e政务”微信小程序或登录

“i 厦门”APP，搜索“智慧养犬”关键词，即可跳转至“厦
门智慧养犬平台”，养犬登记、免疫服务、犬证注销等业
务一目了然。

“ 通 过 重 塑 办 证 审 批 和 发 证 流 程 ，我 们 将 免 疫
证、养犬证审批由‘串联’变为‘并联’。”厦门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安博闻告诉记者，
厦门市智慧养犬管理平台成为养犬办证全流程审批
平台，并全面打通宠物医院、农业农村部门和公安机
关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犬只办证信息的自动流转
和共享复用。

平台的运行推动了电子证照改革，将发放纸质
证件变为在线推送电子证照，在确保办证审批条件
不降、标准不减的同时，实现免疫证、养犬证线上“秒
批秒办”。目前，厦门市智慧养犬管理平台已打通管
理部门之间的业务流程，延伸开发无证养犬微信投
诉举报功能，并将投诉信息自动流转推送至城市执
法部门。

依托“厦门 e政务”自助服务平台的实名认证功能，
厦门已实现精准督促犬只主人签署电子承诺书，对文
明规范养犬作出承诺。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8 日，厦门市
已登记的犬只饲养家庭 36513户（含已免疫未办证），已
办证犬只 3466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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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颜值。 （资料图片）

市民在了解流浪犬领养相关手续。 （资料图片）

市民携爱犬合影。 （资料图片）

蒙眼识路。 （资料图片）

同安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检查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同安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在检查企业易制毒化学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