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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更加均衡 社保更趋健全
厦门把民生摆在优先位置，市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亮点点击

建成电动车停放点位
2.52万个

厦门在严管违章、守好安

全底线的同时，为电动自行车

出行创造良好条件。一是方

便骑，建设改造了非机动车慢

行系统近900公里，新建2座可

供电动自行车通行的慢行天

桥，拓宽了25座天桥推车坡

道。二是方便停，建成停放点

位2.52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至少100万个。三是方便充，

新建住宅同步配建电动车充

电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新

建10.2万个充电端；鼓励企事

业单位户外建设充电桩，已建

成5000多个，方便共享充电。

四是安全行，在近700台楼宇

电梯安装智能阻止系统，防止

电动车违规“进楼入户”，电动

车火灾事故较去年下降50%，

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

较去年下降3.26%。

新增普惠托育机构122个
我市扩大托育服务多元

化供给，全方位保障托育服

务，并精准发力，降低托育服

务家庭负担。今年以来，厦门

新增普惠托育机构122个，普

惠性托位5039个。截至2024

年11月，共有托育机构415家，

托位数20144个；投入运营75

个社区（村）爱邻护幼托育服

务点；市妇幼保健院负责0-3

岁特殊儿童托育服务专项工

作，填补特殊儿童托育空白；

医疗机构与托育机构签约率

超90%，通过提供免费医育服

务包，提升照护质量与服务水

平；对普惠托育机构实施奖补

及租金优惠政策。全市普惠

托育机构平均收费降低30%，

低龄托班降费超50%。

惠厦保上线三年理赔
超5.5万件

为解决群众重特大疾病

及罕见病医疗费贵的痛点，厦

门医保部门积极谋划，于2022

年在全省率先落地了“惠厦

保”，率先将门诊费用纳入赔

付范围，并由政府出资“免申

即享”资助特定困难群体6万

多人。“惠厦保”上线三年，累

计理赔超5.5万件，其中年龄最

大102岁，最小不到1岁；患者

自费的赔付比例达到70.5%，

有效减轻群众的经济负担。

▼厦门高度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身心健

康，让孩子们身上有劲、眼里有光。

晨报记者许蔚菡

新建成中小学幼儿园项目

45个，新增学位4.6万个，约1.4

万名随迁子女积分免试免费入

学；每个区至少有一家高水平医

院，华西厦门医院、复旦肿瘤厦

门医院、苏颂医院陆续投用，新

增床位3000张；新建近邻运动

场100多处、4万多平方米，建成

8个体育公园、44家智慧健身

房，180多所学校体育场地对外

开放，“15分钟健身圈”越来越完

善……从小切口关注大民生，今

年以来，厦门把民生摆在优先位

置，各项事业实现长足发展，市

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昨日，我市举行“民生保障

这一年”新闻发布会，副市长廖

华生介绍今年以来厦门在民生

保障工作上的成果成效。市教

育局局长陈珍、市人社局局长周

昱、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何伯星、

市卫健委主任姚冠华、市医保局

局长花育明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建成项目45个
教育更加优质均衡

厦门新建成中小学幼儿园

项目45个，新增学位4.6万个，

约1.4万名随迁子女积分免试免

费入学；率先建成“入学一件事”

线上系统，简化了家长办理入学

手续的流程，经验做法已向全国

推广；推出课后延时服务，覆盖

3/4学生家庭；八成学校提供午

托，已有80所学校3万多名学生

可以在校“躺睡”午休；在教育质

量方面，厦门不仅在普通高考、

职教高考、中考成绩上领先全

省，还大力推进体教融合，建设

254所国家级体育特色校，向国

家队、省队输送优秀苗子1000

多人。

新增床位3000张
健康服务更加专业便利

厦门健康评价指标居全国

前列。居民平均期望寿命达到

82.42 岁，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82岁；小病为主在基层，在社

区推广 16 个专病防治分级诊

疗，千名医师下基层服务近6万

人次，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高出国家标准28%；部分大病

不出市，每个区至少有一家高水

平医院，华西厦门医院、复旦肿

瘤厦门医院、苏颂医院陆续投

用，新增床位3000张，还有4家

医院通过“三甲”评审；4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医院累计引

入新技术300多项，填补了100

多项技术空白；建成全国第一家

追溯码数据应用中心，可以追踪

每一盒药品在哪生产、往哪销

售，群众用药更放心；同时，作为

全国首批、全省唯一婴幼儿照护

示范城市，厦门已建成托位2万

多个，其中普惠性占六成，收费

平均下降 30%，低龄托班降费

达50%。

兑现补贴9.81亿元
社会保障更趋稳固健全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6.28

万人；制定出台新一轮促进就业

创业政策，兑现各类补贴9.81亿

元，减征企业失业保险费14.19

亿元；针对来厦就业创业实习的

大学生，提供1年内有“一张床”

免费住宿服务。在厦就业大学

生可以享受“五年五折租房”；在

全国率先出台18条专门措施，保

障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

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直

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并形

成大陆第一部法规；人工智能等

10个新领域试点职称改革；连续

四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

市”；我市社保覆盖面、退休人员

养老金水平、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标准、基本医保参保目标完成

率和增长人数，均位列全省

第一。

举办赛事30余场
体育赛事更加精彩纷呈

体育运动成为厦门这座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活力配

方”。今年以来，厦门举办厦门

马拉松、CBA全明星周末、钻石

联赛、世界杯预选赛等国内外顶

级赛事30余场，成功取得苏迪曼

杯举办权。马拉松获评全球首

个“可持续发展代表性赛事”；全

市新建近邻运动场100多处、4

万多平方米，建成8个体育公园、

44家智慧健身房，180多所学校

体育场地对外开放，“15分钟健

身圈”越来越完善。

惠及家庭1.3万户
住房保障更显贴心宜居

构建“住厦来”品牌体系，让

市民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在厦

居民“保基本”，面向1.3万户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推出22批次

公租房并发放租金补助；来厦青

年“有得住”，解决青年过渡性住

房需求，累计补贴4亿元，惠及

11万人次；留厦人才“住得好”，

面向骨干、高层次人才按市场价

4.5折配售人才房和单批次保障

房；建设保障房地铁社区，配建

医、教、娱、购等公共资源，打造

“15分钟生活圈”。

建成庭院750多个
农业农村更富活力魅力

投资近3.5亿元建设220个

乡村振兴示范项目；新布设150

个村级快递点，完成近1200幢

裸房整治，改造10条农网线路；

建设一批农耕研学基地、农村文

体中心，建成美丽乡村庭院、小

公园750多个。村村都建有农

村幸福院或养老服务站，其中16

家获评省五星级机构；新扶持建

设新农村集体经济项目10个、农

村社区股份合作经济项目3个；

投入近3000万元“引客下乡”，

吸引游客147万人次。

出行指数全国前五
交通出行更为便捷顺畅

新开通公交进小区、园区、

学校、医院、商圈、企业“六进”线

路37条，厦门公共交通出行幸福

指数排名全国前五；为缓解中心

城区交通拥堵问题，“短、平、快”

微改造了31处交通拥堵点；在全

市地铁、BRT站点周边设有63

处P+R停车场、提供近8000个

车位，“自驾+地铁”换乘更方便。

流域水质优良率100%
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宜人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

国第四，主要流域水质优良率保

持100%，厦门的天更蓝、空气更

清新、水质更清澈了；全年近岸

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91.7%，碧

海银滩成为厦门最靓丽的风景；

植树造林2700多亩，新建绿地

130 公顷，成规模的红树林达

170多公顷，下潭尾红树林公园

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实践

基地，基本实现“300 米见绿、

500米见园”；白海豚种群数量稳

定在80多头，文昌鱼密度稳中有

升，杏林湾成为候鸟鸬鹚越冬乐

园，厦门入选全球“生物多样性

魅力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