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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宝林）厦门，中国首批创办的经
济特区，著名的海上花园城市，她以博大的胸怀、优
美的环境，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
厦门已经连续三年获评“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十大中国城市”。这些操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肤
色的“老外”，把厦门当作第二故乡，活跃在我市各学
校、企业和科研、培训机构，悉心传授知识、推动科技
进步、服务社会大众，为厦门经济特区科学发展，特
别是人才教育，作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与广大市
民，与所在单位的同事、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前，我市正在实施“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和
“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正在建设国际知名的花园城
市，需要强有力的海外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为了
充分展示在厦外国专家和外国教师的良好形象，创
造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吸引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来厦工作创业；同时，为了推动国家外国专家局
组织的2013“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我最喜
爱的外教”评选活动及“2013魅力中国——外籍人
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活动开展，厦
门市公务员局、厦门市外国专家局、厦门日报社今
起联合主办“情结厦门 梦圆特区——我与外专外
教”征文活动，目前在厦门工作或曾经在厦门工作
的外国专家和教师，聘请单位的员工、教师、学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均可投稿参与。

征文主题：反映外国专家和教师在我市各行
各业作出的突出业绩；反映外国专家和教师与我市
各类学生、单位员工、普通市民之间的真挚友谊；反
映外国专家和教师热爱厦门、真诚奉献的感人故
事；反映各聘请单位改善条件、优化环境，服务外国
专家和教师的动人事迹。

征文要求：文章要求有真情实感，事例生动，
言之有物，字数限制1200字以内。

征文时间：10月10日至12月10日。
征文刊用：主办方将征文作品择优刊登在《厦

门日报》“城市副刊”。
奖项设置：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征文作品进

行评审，获奖作品将给予奖励并颁发证书。征文设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3000 元；二等奖 5 名，奖金各
2000元；三等奖8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20名，
奖金各300元。

应征作品请注明“情结厦门 梦圆特区——我与
外专外教”征文，发送至专用邮箱csfk@xmrb.com，
并请留下真实姓名以及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

2009年建成使用的厦门北站，
建筑面积超 10万平方米，最高聚集
人数为5000人/小时。布局采用“上
进下出”，分成站层、站台层、高架层
三个层面，这和机场楼上出发层、楼
下到达层的进出模式类似，是一个先
进的铁路客站。

从建设规模上看，北站站房完全
能够应对“动车出岛”后带来的巨大
客流增量，不过旅客进站、出站的交
通组织还是有一些问题。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北站的北广
场因复杂因素制约无法投用，导致所
有交通功能如公交、出租车、长途、私
家车进出都“压”到南广场，使南广场
超负荷运转；同时，由于集美北大道
建设影响，BRT只能绕路进出北站，
道路与公交效能受到严重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旅
客进出站乘车难，所以，站区交通改
善的重点，锁定在‘挖掘潜能’上。”该

人士说，“尽力保障旅客知道如何走，
车辆知道如何停，实现高效有序，安
全便捷。”

首先，南广场将进行各交通功能
区的设置，改造后，南广场将分社会
车辆、旅游车辆、出租车辆、公交车
辆、BRT车辆以及摩托车停靠区域
（详见上图），同时还将对站区的行驶
路线进行梳理、调整、规范（建设中，
投用前将对社会公布）。

其次，后溪长途汽车站也将加快
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前投入使用。改
善中，将配置电瓶车，开通专用道，免
费运送旅客在火车站至后溪汽车站
之间（约1公里距离）的往返。

最后，南广场还新增了一块
4.3 万平方米的交通用地。这块用
地 在 北 站 东 南 角 ，将 作 为 公 交、
BRT、旅游大巴的临时停车场，解
决了目前这些车辆无处停放、无处
过夜的问题。

本报记者 卓悦佳 见习记者 郭瑜芬
绿荫掩映下的和通社区，商铺繁

忙，居民悠闲地在社区背后的仙岳山
上散步、锻炼，一派安宁的市井生活
景象。

9月18日下午，在市委宣传部的
指导下，在湖里区委宣传部的支持下，
由厦门日报社携手市规划局启动的新
闻大篷车“美丽厦门”专列，驶进湖里区
和通社区。

热闹的锣鼓一敲起来，居民们便
从家里赶来，围在宣讲员身边，索要宣
传册，听宣讲员讲解美丽厦门战略规
划。在习习凉风中，居民们听得认真，
回答宣讲员提出的问题时更是积极踊
跃，许多人不假思索就能回答正确。

见到记者，居民们热情地围了上
来，畅想自己期望中的美丽厦门、美
丽社区。“我想多活几年，现在生活
这么幸福，要是享受不到多可惜！”今
年已经82岁的苏德锋总是笑说自己

今年28岁。11年前，因为厦禾路改
造拆迁，苏德锋搬到了和通社区的和
通新村小区，当时这里连条路都没
有，“大家都说是‘上山下乡’，没人想
搬到这里。现在大家都爱这里。”如
今的和通社区由于背靠仙岳山，不仅
空气好，居民们也有了爬山锻炼的好
去处。

对于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如何在
自家社区里体现，居民们的愿望很朴
素，大家非常关心社区里何时能够建
起菜市场，方便居民平常就近买菜。
除此之外，居民们也很关心社区居委
会何时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看他

们到处‘打游击’，连办公地点都没
有，太辛苦了。”当听说社区里很快就
将建起菜市场，居委会的办公场所也
有望解决，不少居民都高兴得连连点
头称好。

随着社区的居民越来越多，建设
社区的关注点也转向更为民生的内
容。“主要还是配套设施欠缺。”居委会
主任杨旭清说，社区早就向居民发放
了心愿卡,工作人员发现，教育、交通、
住房等是大家普遍的关注点，“如希望
下一步能帮居民解决家门口没有菜市
场、门诊部、银行网点、公立幼儿园，公
交线路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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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篇文章
说说老外的故事
“情结厦门 梦圆特区——我与外专外
教”征文活动今起开始，厦门日报社参
与主办

厦门站将改造
明年3月春运结束后至后
年1月，封闭施工改造

列车将分流
所有动车移至北站运营，普
速列车移至高崎站运营

迎接“动车出岛”
厦门北站功能升级

根据厦门站改扩建施工方
案，从2014年3月（春运结束后）至
2015 年 1 月（春运前）厦门站封闭
施工，所有在厦门站办理的动车全
部移至厦门北站作业，普速列车全
部移至厦门高崎站作业。

改造后的厦门站，主站房总
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分南北两
个站房（即将开展的第一阶段即是
建设南站房等内容），旅客候车面
积是目前的5倍，双层设计高进低

出，旅客进出模式与目前机场、厦
门北站模式相同，设计标准为小时
最高峰聚集人数4000人。站场规
模由现在的3站台5股道扩大至5
站台9股道，列车接待能力大幅提
升。

改扩建后的厦门站也将拥有
南、北两个广场，形成集铁路、长途
汽车、出租车、公交和社会车辆等
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中心。

（本报记者 徐景明）

本报讯（记者 徐景明 通讯
员 铁志）每天旅客数量保守估计
8 万-10 万人次，这是厦门北站
明年 3月起将面临的运输压力。
昨日记者从厦门铁路建设指挥
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2014
年 3月（春运结束后）至2015年 1
月（春运前），岛内的厦门站将封
闭施工，所有动车转移至北站运
营，为迎接这个“颠覆性”的变
化，北站综合交通配套改善工作
已经启动。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厦门地
区铁路始发终到列车约80对，其
中动车60余对，经停动车约有20
对。厦门站、厦门北站、高崎站三
站日到发旅客约9万人次（动车运
量约占七八成），这个数量已经超
过去年春运的高峰运量，足以说明
动车开通后，带来的交通运输格局
巨大变化。

“今年 9月底向莆铁路开通
后，每日又增加旅客 5000 余人；
今年底明年初厦深铁路投用后，
客流又将迎来一次大增长。”两部
门介绍，“我们预测，明年3月，厦

门地区始发终到和经停的列车将
超过 100 对，北站和高崎站两站
加在一起，日到发客流超过10万
余人次，高峰期将超过 12 万人
次。”

“动车出岛”，不仅厦门北站
将迎接巨大客流，市内、区域交通
也将迎来大规模客流转移，这将直
接挑战两方面的交通组织：一是厦
门北站自身交通组织，二是进出岛
交通组织。两部门昨日介绍，将从
5个方面进行改善，包括厦门北站
交通标识系统设置、公交对接保障
服务、厦门北站区域内交通配套设
施改造提升、餐饮配套服务和北站
综合管理工作等。可以看出，改善
工作不仅瞄准交通，也着重提升配
套服务。

另外记者获悉，在“动车出
岛”的同时，高崎站也将承接所有
普速列车的运营工作。记者从漳
州车务段了解到，目前高崎站已经
完成了站台延伸50米的施工，接
下来高崎站还将对候车、检票和站
区交通进行一系列改造，目前相关
审批工作正在进行。

最难的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见习记者 郭瑜芬

在和通社区感受最深的，是它给我的强烈反
差。

刚到时，我们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社区的居委
会。当时车停在一条略微狭窄的公路上，两边都是小
铺面，却没看到居委会的身影。后来，在负责人的电
话指引下，我们才在一排店面中间，找到了它的踪影。

离开社区居委会，进入和通新村，我看到的则
是另一番场景。小区住房依山而建，绿意葱茏，间
有微风轻拂，清凉宜人。

这样的对比感，延续到我与社区居民的聊天
中。对这里配套设施的欠缺和因此造成的不便，每
一个住户都有切身的体会。一名女士就抱着孩子
向我发牢骚，这里公交太少，又没有医院，去做检查
很不方便。可当问及住在这里的感受时，她却笑着
说，这里让她很快乐，很满意，好似已经忘记不久前
自己的抱怨。事实上，这是大部分居民的答案和感
受。我问：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给出的答案都是
一样的，这里宁静宜人，融洽温馨。他们可能有一
些困扰，却能与邻里和睦亲善，活得平静美满。

我们在城市经常遇到的情况是，物质齐备了，
但幸福感下降了。反之亦然。极致往往不是最难
的，最难的，是不多不少，刚刚好。有时候，社区既
像田园又像藤蔓，既躲避城市的喧嚣，又依赖城市
的物质给养。两者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勾连和距
离。而原本，他们应该没有距离。弥合这种距离，
正是美丽厦门所试图要做到的。

本 报 讯
（记者 吴晓菁）
九九重阳节即
将来临，为了更
好地弘扬传统
文化美德，思明
城市义工协会
将联合思明区妇联开展重阳节送温暖活动，让老人
感受儿女般的亲情氛围，感受美丽厦门的温暖。

时间：10月13日上午9:30-11:00。
地点：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屿后南里238号，乘

坐311路、31路、40路、88路、8路、93路到屿后南里）。
活动内容：1.与老人共同欢度重阳佳节，现场

为老人即兴表演；2.与老人互动聊天，关爱老人心
理健康。

报名要求：1.为老人即兴表演的，要求会弹钢
琴，能清唱，限10名；2.关爱老人心理健康的，要求
有心理咨询专业特长，会闽南话的优先，限10名。

报名方式：1.报名电话：2660190；2.团体邮箱报
名：smqzyz@163.com。

[社区名片]▶▶
湖里区和通社区

和通社区地处厦门岛西部，
海沧大桥东侧，辖区面积约 0.8
平方公里，社区成立于1998年4
月，现有10个生活小区，辖区总
人口超过8000人。曾先后获得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福建
省卫生示范社区”等荣誉称号。

[记者手记]▶▶
和通社区菜市场啥时建好？

本报记者 卓悦佳 见习记者 郭瑜芬
打开阎春华家阳台的落地窗，可以

看见外面的山峦叠翠，天空蓝的不像
话。“每天光看着窗外的风景，心情就会
好起来。”阎春华笑着说。

从1995年初到厦门，阎春华便爱上
了这个地方。不光环境好，在阎春华眼里，
厦门人都很和善，人文环境无可挑剔。每
天出门，老阎都会和小区里遇见的人打招
呼。在他看来，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打过招
呼聊过天，大家就能成为好朋友。

18年前来厦门的阎春华是计算机编
程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灌口的测控站工
作。如今，老阎的孩子已经各自在厦门成
家立业，生活美满，他觉得人生到此，实在
是快乐轻松，就像朋友从新疆带过来的哈

密瓜，让人从舌尖到肺腑都甜起来。
“现在的生活已经让我很满足，虽

然有些不便利。可是若将这个改善了，
厦门一天天进步，到时候，怕是连神仙都
想过来住吧？”老阎笑着说，对将来更为
美丽的生活，充满着期待。

>>>居民说

周瑞幼:没有活动中心，希望能够配
套娱乐设施

黄双凤:希望有一个公办幼儿园，还
有银行和超市

王莉群:交通不方便，公交车太少，
道路狭窄，希望改善

许丽华:公交车太少，娱乐场所不
够，希望有一个小公园

本报记者 卓悦佳
和通新村小区是和通社区“美丽厦

门共同缔造”的试点小区，社区工作人员
希望能以该小区的美丽变化带动社区内
其他小区一起参与。

居委会主任杨旭清告诉记者，和通
新村小区原先停车非常混乱，经常有外
来车辆停在小区内，小区业主反而无处
停车。经过小区业主同意，由业委会牵

头，小区居民自发筹资修建了道闸，控
制出入小区车辆，规范停车，如今的和
通新村小区内已不见以往车辆随意停
放的景象。受此鼓励，小区居民再一次
策划为小区增设监控摄像头，希望进一
步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

除此以外，小区业委会也打算利用
小区房前屋后的空地，加大绿化，为居民
建设新的休闲去处。

[社区见闻]▶▶

[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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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福利中心陪老人过节

小朋友也来填写意见表小朋友也来填写意见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本报新闻大篷车“美丽厦门”专列
驶进湖里区和通社区听建议

站区周边的餐饮服务同样重
要。目前，车站餐饮服务点有 9 个
（车站候车厅3家，地下商业层6家），
相关部门计划近期再开办5家，营业
时间为早7点至晚10点，兼顾冷热食
品和主副食品搭配。

随着旅客人数提升，需求也将提
高。相关方面将积极对商家的数量、
品种、质量和营业时间进一步提出要
求，全力满足旅客需求。

另外，具备公安、车站、公交、运
管和城管等部门职能的综合管理办
公室也考虑筹建，这将加强对各种车
辆的管理和车站的治安维护。

客流成倍增长，公交保障压力也
随之陡增。针对厦门北站和高崎站旅
客流量流向的重大变化，市公交集团也
进行了公交保障方案研究，提出年底前
增购到位200部公交车辆（BRT58部）
的建议，对北站相关线路采取加密、延
长、增开线路等服务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更注重发挥
BRT和直达公交的作用，也就是说，
公交保障将在“快速”上做文章，旅客
从北站下车后进岛将变得快捷。同
时，不仅平时乘坐公交车更为便利，
一些晚点列车也会有应急保障，这将
解决“北站晚上十一二点没公交车
坐”的问题。

另外，轮渡BRT车站和同安公
交站也相应提出了配套改造的建议
方案。

“动车出岛”，必将带来岛内外往
来客流的急剧增加。目前，从岛内到
厦门北站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
道路是走杏林大桥经杏锦路，走海翔
大道和集美大道抵达厦门北站；第二
条道路是从厦门大桥出岛，走高速公
路经集美大道或者孙坂南路到北站；
第三条道路则是从集美大桥出岛，经
集美大道一路到北站。由此可以看
出对集美大道和杏锦路改造提升的
必要性。

前两个月，我市已经启动“厦门

火车北站快速通道工程”，对集美大
道和杏锦路进行改造提升，道路标准
将升级为时速更快、路幅更宽、全程
立交无红绿灯的城市 I级主干道（本
报7月27日、8月22日有详细报道）。

在道路改造的同时，“厦门北站”
这一词条也将出现在厦门各条主要
道路的指示牌上。目前，交通标识系
统的设置工作已经开始，从设计方面
体现“远近结合，大小配套、前后一
致、清晰准确”四个原则，这一工作计
划年底完工。

进出岛道路配套改善
“厦门北站”将出现在各条主要道路指示牌上

站区交通改善
重新规划南广场，后溪长途汽车站年底投用

公交车再多一点 生活更便利一些

一个道闸 解决难题

公交保障服务改善
计划增购200部公交
车辆（BRT58部）

餐饮配套服务改善
计划近期再开办
五家餐饮服务点厦门站候车面积

将扩至原来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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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站房：厦门北站布局分成
站层、站台层、高架层三个层
面，和机场楼上出发层、楼下
到达层的进出模式类似。后溪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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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配置电瓶车，开通专用
道，免费运送旅客在火车
站至后溪汽车站之间（约
1公里距离）的往返

厦门北站功能区划分(示意图)
南广场将分社会车辆、旅游车辆、出租车辆、
公交车辆、BRT车辆以及摩托车停靠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