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什全地区
全员核酸检测完成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0 月 27 日
电 截至 10月 27日 17时，喀什地区
现有确诊病例 5 例，无症状感染者

178 例。喀什地区需检测总人数
474.65万人，于 10月 27日 17时已

全部完成全地区全员核酸检测，除已
报告的疏附县 183人呈阳性外，其余

均为阴性，其他县市全员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
经对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病

毒进行全基因组分析，排除疏附县疫情
与 7月份乌鲁木齐疫情病毒的相关性。

据介绍，在已检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中尚
未发现有明确的与相关疑似病例、确诊

病例、发热病人接触史，或与冷链物品、

野生动物的接触史。
目前，新疆疏附县疫情的溯源工

作仍在进行中。
2020年 7月 15日，乌鲁木齐发

生新冠肺炎疫情，至 9月 7日，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部清零。

有温度的社区治理
 在这里，近邻有情、有信、有爱。“我们都
为生活在这个小区感到光荣和自豪。”深田

社区图强小区的居民由衷感慨道。
深田社区位于厦门岛西南部，地处思

明区繁华老城区中心，历史文化名村“百家

村”就坐落于此。可以说，深田社区是厦门
城市发展变迁的缩影，是厦门历史文化发

展的一处“活标本”。这里人居环境优越，人
文底蕴丰厚。

1985年至198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
工作期间就曾居住于此，留下了许多宝贵的

精神财富，他当年倡导的“远亲不如近邻”理
念更是为厦门在破解现代社会治理难题，实

现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组织、组织与组织就
地就近融合共建、联动共治、资源共享指明

了方向。
一直以来，深田社区充分发扬“远亲不

如近邻”的文化，实践形成“千百万”群众工

作法，以社区党委为核心引领，创新打造“千

户访”精准入户工作法、“百事帮”邻里互助
服务队、“万家和”纠纷调解平台，着力解决

组织碎片化、人际关系陌生化的当代社会基
层治理难题，打造共建共享、向上向善的和

谐家园，实现了社区党委组织力和居民幸福
指数的同步提升，以有温度的党建为居民带

来有质感的幸福。

受保护的非遗瑰宝
 “文艺”“浪漫”“小资”“洋气”……人
们常会用这样的词汇来描绘对鼓浪屿的印

象。在这座面积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你可以欣赏别具特色的异国建筑，聆听海

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品尝琳琅满目的特色
小吃，享受悠闲惬意的时光……

三年前的7月8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

区”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后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
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

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三

年来，厦门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深
切嘱托，践行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以申遗成

功为新起点，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力度，
以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社区社会治

理典范、文化旅游融合典范和队伍建设管理
典范为切入点和抓手，落实好保护措施，推

动鼓浪屿文脉传承，精心守护好鼓浪屿的

“根”和“魂”。

早在上世纪末，“海

上花园”鼓浪屿就已声

名远播。统计显示，最

高峰时一天上岛游客

达到12.8万人次。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如

何实现“双赢”？厦门做了

一道选择题。鼓浪屿在

2014年10月首次采取每日

限客6.5万人次的措施。事实

证明，限流换来的是旅游资源

更加丰富，旅游品质不断提升。“鼓

浪屿特别有特色，管理得很好，确实和

之前网上看到的照片一样美。”小汪和朋友

结伴从西安来厦门旅游，对于鼓浪屿，她有
着满满的好印象。

今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品质提升
工作方案》出炉，鼓浪屿将以更新的理念，进

一步健全长效机制，让商业业态更优化、社
区生活更美好，这颗“女王皇冠上的宝石”将

更加熠熠生辉。

重传承的渔港文化
 坐在文艺小资的咖啡馆里，品味舌尖上
的醇香；漫步在避风坞的石板路上，看渔船

随着波浪轻轻摇晃；不远处，矗立着厦门地
标性建筑世茂海峡大厦的双子塔……糅合

了传统与时尚的沙坡尾，如今已成为一个

“网红打卡地”。

沙坡尾是厦门渔港文化的发源地，作为
厦门开洋通商的重要港口，400年前就已远

近闻名。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曾是厦门经济
中心的沙坡尾日渐衰落。究竟如何改造沙坡

尾，成了厦门急切需要面对的一道难题。
沙坡尾在创新改造之路上，将古风古味

的传承放在了首位。通过整治坞内水域、保

护旧建筑风貌和开发工业厂房，全面复原沙
坡尾旧貌，传承古风古味的昔年渔港。与此

同时，引进新业态，将传统渔港文化与现代
艺术结合，打造厦门多样文化的地标。沙坡

尾还十分注重对文化元素的收集、整理、挖
掘和保护，通过文化的活化与重现，提升街

区人文品质。在这里会定期举行送王船、送
水灯、沙坡尾做十六岁等系列文化活动，传

统文化民俗在这里得到保护与传承。
思明区的“华丽变身”只是厦门发展的

一个缩影。曾经的小渔港，如今已发展成为
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高颜值的生态

花园之城，既留住了市民的乡愁，也留住了

游客的脚步。 本版图文 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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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渔港变身生态花园城
全国晚报社长总编走进厦门深田社区
走进厦门深田社区图强小区，真切感受

“远亲不如近邻”，了解有温度的城市基层治理
理念和成果；踏上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
屿，体验国际历史社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交
汇；探访百年渔港沙坡尾，感受昔日渔村翻天
覆地的变化……

24日，“全国晚报社长总编看特区”大型采
风活动举行，包括新民晚报在内的全国120多
家媒体将镜头对准厦门的中心城区思明区，从
经济发展、社区治理、传承保护等多角度感受
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建设
成就，感受厦门经济特区40年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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