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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挺 通讯员 胡啸尘 文/图） 近
日，记者从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获悉，国家艺术基
金 2024 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公布，暑假期间，
将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等地举办中国古船模工
艺制作人才培训。

据了解，依托百年海洋办学底蕴，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将联合多位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邀
请厦门大学、南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高校专家学
者，采用“大师+名师”培养模式，开展中国古船模工
艺制作人才培训，系统化学习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全
景式探索中国古船模制作工艺，全面提升艺术创作
理念与实践水平，为古船模制作工艺的传承发展积
蓄人才力量。

培训总时长共 90 天，采用课堂教学、艺术实践、交
流采风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文化理论、技术实
操、实地考察、创作辅导”四个模块进行具体培养。

具体的时间安排是：7 月 22 日至 8 月 20 日集中授
课 30 天，其间穿插调研考察、技术实操、创作研讨等；8
月 21 日至 10 月 9 日学员返回生源地，采用在线远程指
导，根据学习情况完成命题作品设计制作；10 月 10 日
至 10 月 19 日汇编印制《以“船”述史：中国古船模工艺
制作作品集》，整理结项材料，并举办作品展。

授课地点安排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船模大
师 工 作 室 、宁 德 市 水 密 隔 舱 福 船 制 造 技 艺 基 地 等 ；
采风考察地点为世界船模文化展览馆、福建省世茂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博 物 馆 、泉 州 海 外 交 通 史 博 物 馆 、福
州船政博物馆等。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表示，报名可联系余老师
（0592- 5393557 18030243365） 、张 老 师 （0592-
5393558 13607554989）或邮箱 747644394@qq.com，报
名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7 月 2 日，录取结果通过厦门海
洋职业技术学院官微发布。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发端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于 1920 年创办的集美学校水产科，是我国
最早培育水产航海技术人才的摇篮之一，设有航海学
院、海洋文化与旅游学院等 9 个二级学院，开设航海技
术、港口与航运管理、国际邮轮乘务管理等 43个专业。

“大师+名师”模式

培育古船模工艺制作人才

“又美又飒！”厦门山海健康步道近日新增
的山海生态女子巡逻队，吸引着步道上市民游
客的注意。该队伍由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
设立，主要任务是周末、节假日等游览高峰期，
在仙岳山山海步栈道（湖里段）开展巡逻防控、
隐患排查等警务服务。

无独有偶，就在本月初，由思明分局滨北派出
所联合厦门市筼筜湖保护中心、厦门市政白鹭洲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10家联动单位组成的“环筼
筜湖生态警务联盟”正式成立，打通了筼筜湖生态
环境保护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配合等壁垒。

一场全域生态警务的“厦门探索”正在如
火如荼地开展。

“根据厦门实际，我们探索实施涵盖维护
食药环和知识产权安全的全域生态警务模式，
着力提升维护生态安全工作水平，实现生态环
境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全链条打击、山水林田湖
草沙全域化保护、绿色低碳循环高质量发展全
过程护航。”厦门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
支队（以下简称“食药侦支队”）副支队长韩建
华说，在去年 3 月支队正式成立前，生态警务
工作就一直渗透在基层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

军营村是厦门海拔最高、最偏僻的村庄，
从厦门本岛出发开车大约 2 个小时才能抵达。

同安分局莲花派出所民警林歆在这里担任生
态警长已经 4 年，每天都要巡山 20 多公里，其
中不少山路需要步行才能通过。每天，林歆和
同事们通过巡逻，及时排除山上的安全隐患，

快速处置矛盾纠纷，通过联勤联动等方式，全
力护航高山茶等产业发展。

从山到海，从溪流到湖泊，厦门构建了从山
顶到海洋一体治理的生态警务格局：在思明区椰

风寨，构建“三防联动、五位一体”立体管防新模
式，有力保护白海豚、文昌鱼等生物多样性和海
洋经济发展；在湖里区五缘湾，构建预防型生态
一体巡控网，劝导沿岸违规垂钓、快速调处纠纷
等，全力护航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在集美区坂头水
库、海沧区蔡尖尾山天宇舟气象台，推进生态警务
联勤工作站建设，护航饮用水源安全、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据统计，目前全市在山区林地、重点水
域、能源产业基地等区域共有生态警务工作站 35
个，以食药侦支队为牵引，根据各区生态资源禀
赋，不断调整优化职能体系、科学配置警力资源，
因地制宜开展个性化的生态环境保护。

6 月 18 日，福建省公安机关在泉州市洛江
区召开全省生态警务经验交流现场会，从政治
建警、打击治理、共保联治、数智赋能、服务发
展、专业保障等方面通报了全省公安机关推动
新型生态警务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厦门、南平
等地公安机关作典型经验交流。

以“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
式为牵引，厦门市正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
战斗力。未来，随着市级生态警务中心的建设
应用，厦门警方将在生态警务工作中继续提升
预警预防、精准打击能力，最大限度挤压生态
领域违法犯罪生存空间。

厦门：以“警务蓝”护航“生态绿”
□本报记者 田圆 通讯员 厦公宣

滨北派出所民警发现筼筜湖禁钓区有人垂钓，对其进行劝导。 （资料图片）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在“复原”郑和宝船船模。

本报讯（记者 陈挺 通讯员 林萍） 近日，记者从
厦门市交通公路部门获悉，厦门正有序开展道路空洞
检测，为道路安全做深度体检。目前，天水路、环城南
路、集美大道等道路已完成检测任务，同集路、中洲路
等检测工作正在开展。

据介绍，本次检测总计涉及 55 条道路，道路里程
174.5 公里，检测车道里程 2027 公里，后续将逐年对其
他道路开展检测。

针对环岛路（吕岭路—镇海路）、环岛干道（仙岳
路—会展北路）、长岸路、嘉禾路等重要路段，除常规
检测外，每年还要开展一次专项检测。

为什么要开展道路空洞检测？市交通局公路部
门工程师肖杰表示，地下空洞隐患往往无法通过肉
眼 发 现 ，为 及 时 消 除 路 面 病 害 隐 患 ，需 借 助 探 地 雷
达技术对道路地下空洞情况进行探测。该技术能够
在 不 破 坏 地 面 的 情 况 下 ，通 过 电 磁 波 的 反 射 和 接
收 ，生 成 地 下 结 构 的 高 分 辨 率 图 像 ，实 现 对 道 路 内
部情况的“透视”，快速、准确地获取地下设施的信
息，检测出病害位置和程度。

给城市道路做“彩超”

本报讯（记者 陈挺 通讯员 林萍） 近日，厦门嘉
禾路（石鼓山立交—厦门大桥段）非机动车道完善工程
正式开工建设，预计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

嘉禾路为城市主干路，作为厦门岛内的重要南
北 向 交 通 干 道 ，承 担 着 繁 重 的 交 通 功 能 。相 关 部 门
调 查 发 现 ，该 路 段 沿 线 有 多 个 地 铁 站 ，并 临 近 商 铺
聚集区、居民区、村庄等人流密集区域，人流和电动
车 车 流 量 较 大 ，但 部 分 路 段 尚 未 设 置 专 用 、连 通 的
非机动车道，导致电动车在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上随
意行驶，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对 此 ，厦 门 市 交 通 公 路 部 门 积 极 与 相 关 部 门 、
周 边 社 区 沟 通 协 调 ，针 对 不 同 路 段 的 实 际 情 况 ，因
地制宜采用不同改造方案，最大程度解决交通混行
问题。接下来，将新建非机动车道约 2100 平方米、人
行道约 1000 平方米，通过清理或迁移现状人行道上
不合理的障碍墩、箱、柜、杆、牌等设施，增设隔离栏
杆 、标 志 标 线 等 综 合 措 施 ，提 升 该 路 段 慢 行 系 统 的
交通状况。

工程完工后，该路段将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
人与非机动车分离，通行效率和通行安全有望得到进
一步提高。

嘉禾路非机动车道

完善工程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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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林丽明 黄鑫 通讯
员 许正超） 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结合今
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以案示警、
以案为鉴；集中力量编写《条例》解读教程，
发挥市纪委监委师资库作用，分级分类开展
解读辅导，深入各区各部门辅导 67 次；用好
党风廉政教育基地“主阵地”，累计接待 163
批次、244 家单位、8239 人次参观……自党纪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以 来 ，厦 门 用 好 具 有 厦 门 特
点、“厦门味道”的廉政讲话、廉政故事、廉政

文章，引导党员干部真抓实学，学出成效。
厦门依托市区两级党校、厦门城市党建学

院等培训阵地，推出《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纪
律建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
解读》等 15 门专题课程，在“鹭岛清风”“厦门
党建 e 家”等线上平台开辟学习专栏，持续登
载《条例》解读、工作动态、做法成效。同时，同
步推荐《〈条例〉学习解读》《〈条例〉百问百答》
等学习材料，编印《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
负面清单》《公务员履职行为反面案例汇编》2

本市级警示教育材料，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
《条例》学深悟透做实，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厦门还推出“爱莲敬廉——文物话清廉”
特展等 6 个现场教学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准
确把握“六项纪律”的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市
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市
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铁纪铸忠诚 担当建新
功”党纪学习教育主题展，通过文字、图片、视
频、书画、漫画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感

悟廉洁文化，守牢纪律底线，累计参观人数达
6405人次。

各区各系统也不断创新形式，持续挖掘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等廉洁文化资源，弘扬清风
正气，推动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同安区
灵活用好苏颂纪念馆、林一柱纪念馆等辖区现
有资源，进一步提炼廉政内涵；翔安区打造五
美家风教育馆等 5 个特色基地，串联形成一条
廉政动线；集美区坚持线上线下结合，在“元宇
宙党建馆”、清风园等开展沉浸式教育。

真抓实学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清风海浪，璀璨灯光。14 日，百名“热血英
雄”走上厦门演武大桥星光红毯，在浪漫海风
中共度世界献血者日。

今年恰逢世界献血者日 20 周年。作为全
国无偿献血事业最早的一批“探索者”，厦门
重视献血工作：出台全国第三个地方无偿献
血法规；全省率先落地“三免”“三献”优待政
策 ；先 后 九 次 荣 获“ 全 国 无 偿 献 血 先 进 城
市”称号……

近十年来，厦门献血量累计达到 168.1吨，
2023 年献血总量突破 19.3 吨，创历史新高，千
人口献血率为千分之十二点一。

优化服务 织密献血网络

1998 年，吴发响从集美进岛购物，正逢一
辆献血车停在商场旁，在工作人员的宣讲下，
吴发响走上献血车开始第一次无偿献血。

几个月后，吴发响再次辗转进岛献血，却
扑了空——献血车已不在原处。

1998 年起，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面对
这样一个“新鲜事”，每天到血站献血的人可以
用“门可罗雀”来形容。因此，献血车停靠时间
不固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时间来到千禧年，全国迈入真正的无偿献
血时代。这一阶段，厦门逐渐织密无偿献血网
络，建立以血站为中心、献血屋为支点、流动献

血车为触手的无偿献血网络布局，遍及城镇和
人流密集的商业区，降低市民献血的时间成
本。

目前，厦门共有厦门之心献血屋、五缘湾
医疗园区爱心献血屋、集美爱心献血屋、枋湖
爱心献血屋、同安爱心献血屋等 13 个献血点，
流动献血车增加至 3 台。其中中心血站和集美
献血屋全年无休，随时可采供血。

见证并参与厦门献血事业的一路发展，当
年的小伙吴发响累计无偿献血 35 次，其中捐
献全血 2200 毫升、血小板 35 个治疗量，获得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吴发响感慨地说：“现在要献血，不再拘泥
于时间、地点，就近就有献血点，很方便。”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厦门血站在全市所
有献血点及献血车上全面推行智能化献血服
务平台，献血者可在手机上完成献血预约、填
表、纪念品选择与领取、献血结果查询等一系
列操作，在极大便利献血者的同时，也提高了
工作人员的采血效率。

服务还在不断优化升级。今年 6 月起，厦
门血站将原定的团体单位报名达 50 人可预约
献血车上门的标准调整为 30人。

遇上每年的献血淡季，“热血超人战队”等
公益队伍总是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厦门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无偿献血，打造了“青春热血 让爱
相随”“仁心仁术 热血暖冬”“中华血·两岸情”

等 12 个 献 血 品 牌 。由 多 支 公 益 组 织 组 成 的
“热血超人战队”目前已经吸纳了思明城市义
工协会、鹭岛老兵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厦门
市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义务交警大队等 30
支志愿服务队伍。

多重检验 保障血液安全

17 日，市中心血站二楼采血屋内，一名市
民通过了一般体格检查和血液初筛检查，符合
捐献条件的他手拿登记表，半躺在献血椅上等
待献血。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一边将针头插进献血
者的静脉，一边讲解献血后的注意事项。血液
穿过管路缓缓流入采血袋，几分钟后，采血完
成，400毫升血液装满了血袋。

“无偿献血一般分为献全血和血小板。”厦
门市中心血站宣传招募部王宇征向记者介绍,

“献全血需要 5 至 10 分钟，献血小板由于机器
边采边分离，并将其他成分回输至血管中，一
次需要 40至 60分钟。”

从献血者的身体出发，最终成为临床用
血，一袋血要经历怎样的旅程？

王宇征说，接收到采血点送来的血液和标
本，工作人员会将相关信息录入系统，让每一
袋血液都经得起溯源和追踪。同时将血液标本
送到检验科检测。

按照国家规定，一份血液在检验科必须做
多项检测，包括 ABO 血型、Rh 血型、谷丙转氨
酶、乙肝、丙肝、艾滋、梅毒、抗-HTLV（人类嗜
T 淋巴细胞病毒抗体检测）。“只有检测合格，
血液才能应用于临床。”王宇征说。

临床上提倡使用成分血，其安全性好、便
于保存，能提高血液利用率。为此，全血制备分
离需要滤白、高速离心、分浆等多个步骤。

也就是说，一袋全血送入血站制备分离
后，就变成了多袋成分血，如红细胞、血浆和冷
沉淀等各类血液制品。

“不同类型患者需求不同，比如，大面积烧
伤患者需要血浆，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需要血小
板，急性失血患者、慢性贫血患者需要红细
胞。”王宇征说，医院会根据患者病情需要，给
病人输注不同的血液成分，不仅提高了输注疗
效，同时节约了血液资源，减少了输血不良反
应的发生。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红细胞在 2至 6摄氏
度下可保存 35 天，而血小板只能保存 5 天，为
了保障血液能第一时间抵达需要输血的地方，
血站工作人员 24 小时待命，第一时间进行配
送，在保障临床用血的同时，争取不浪费每一
滴血。

提振信心 给予优待政策

聊起献血经历，白志坚如数家珍。他从钱
包里掏出一张特别的“公交卡”说，3 年前领到
属于自己的无偿献血荣誉卡后，每次凭卡免费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颇有感触，“这是认可，更
是鼓励”。

1998 年，白志坚夫妇第一次无偿献出 200
毫升血液，自此开始了长达 27 年的献血之路。
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后，白志
坚说：“无偿献血是普通人帮助他人最简单的
方式，这已经是越来越多厦门人的共识。”

“从政策层面进行措施激励，可以让更多
百姓了解无偿献血、支持无偿献血，甚至加入
到无偿献血的公益事业中。”王宇征说。

据了解，从 1998 年开始，厦门先后三次修
订无偿献血条例，成为福建省首个将“三免”优
待政策（免费乘坐公交、地铁、BRT 等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免费享受每年一次由所在基层卫
生服务机构提供的基本项目健康体检；免费游
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落地
实施的城市。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5400 多人获
得“三免”资格，超 3700 人已办理厦门市无偿
献血荣誉卡，享受“三免”政策。

王宇征说，根据《福建省无偿献血条例》，
在保障急救用血的前提下，献血者及其亲属享
有优先用血权利，这提振了无偿献血者的信
心。以往，献血者在办理优先用血时，须携带相
关材料到中心血站提交申请。今年 1 月起，市
中心血站推出“优先用血申请”线上通道，献血
者足不出户，用手机即可完成申请。截至 5 月
底，厦门市已有超 810 位献血者通过“厦门献
血”公众号线上办理优先用血。

去年厦门献血总量突破19.3吨，创历史新高

献出“一臂之力”，让爱意流转下去
□本报记者 邓婕 廖丽萍 通讯员 熊文靓

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