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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市和健康厦门的建
设过程中，“市民到哪里健身”无疑是很重要
的问题。为此，厦门市体育局联合规划部门
出台了《厦门市体育设施规划（2019-2035
年）》，推动市政府出台了《厦门市“十四五”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整体解决方案》
《关于加快推进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建设工作方案》等，联合市政部门出台了《厦
门市体育公园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厦门市
公园绿地全民健身设施设置指引》，近期还
出台《厦门市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
行动计划（2022—2026）》《厦门市体育运动
设施建设规划2022-2025》，这些都为体育
场地设施全面提质升级提供政策保障。我
市提出，力争到2023年，全市新建或改扩建
500处以上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5平方米以上；到
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6平方米
以上，群众“10分钟”健身圈基本形成。

上周末，2023CBA全明星周末的举办
时间和城市公布，“2023年3月下旬，厦门”

成为热搜词，赛事将在明年落成的凤凰体育
馆举办。据了解，凤凰体育馆所在的厦门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即厦门新体育中心建设目
前正在冲刺阶段，预计明年初竣工。该项目
总投资80多亿元，总用地面积66.64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53.30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6万座的白鹭体育场、1.8万座的
凤凰体育馆及5000座的白鹭游泳馆、2000
座的综合训练馆、配套商业、室外热身健身
场地配套设施等。这是近年来我市稳步推
进大型体育设施建设的成果之一，已经建成
的市运动训练中心、市体育中心综合健身
馆，以及已投入试运营的环东海滨浴场、珍
珠湾海滨浴等一大批大型体育场馆，早已成
为不少市民游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运动休
闲打卡点。我市还有全国首条、世界最长的
7.6公里空中自行车道和贯穿厦门本岛东西
方向、全长23公里的山海健康步道，每年市
区两级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健身器材与设施
进社区、进乡村、进公园、进机关、进军营，体
育设施覆盖面不断扩大。

本周，集美区杏林街道发展
历程新闻图片展在位于深田路
的厦门日报书画院展厅落幕，现
场通过一百多个《厦门日报》的
历史版面，系统展示了杏林自
1958年工业区设立以来六十余
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特别是
近十年来的华丽转身、化蛹成
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据悉，这
一活动由杏林街道党工委、杏林
街道办事处携手厦门报业传媒
集团共同主办，厦门日报《文创
周刊》策划执行。

这一展览从 11月 26日启
幕，一周以来吸引了众多对厦
门、对杏林发展史感兴趣的市民
前来参观，其中不乏文史类的专
家学者。“报纸本身蕴含着丰富
的信息，很多当年不起眼的信
息，现在看来意义非凡。”“看到
了园博苑刚刚开建的时候的全
景图，需要认真辨认才知道是现
在的什么地方，感慨万千。”厦门
市图书馆文史沙龙还在此组织
了专场活动，近五十位文史爱好
者汇聚深田，观展、热议。展览
还吸引了周边深田社区的不少
居民，对于厦门实施的跨岛发展
战略、对于旧日印象中的“杏林”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杏林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渔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才
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大发展与
大变革。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
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实施和集
美新城的建设，杏林更是实现了
历史性的大跨越，绽放出新的活
力。”杏林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对杏林发展历程梳理
和展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凝心聚力、继往开来，为
杏林未来的发展集聚新的动能，
共同奋进新征程。”

据介绍，厦门日报书画院展
厅所处的深田路42号老别墅是
建国初期中共厦门市委机关旧
址，也曾作为厦门日报社办公场
所，在这里以党报视角见证杏林
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本
次新闻图片在深田片区的展示结
束后，还将在杏林文体中心广场
进行户外展览，对市民开放。此
外，还会选取部分精华内容，在杏
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展出，成为
固定展示内容。

杏林蝶变 党报印记
集美区杏林街道发展历程新闻图片展备受关注

山海特色场馆设施丰富
厦门市民健身去处多多

我是在 1989 年进入集美轻工业
学校学习的，后来又回到了自己的母
校当老师，现在集美轻工业学校已经
和福建化工学校合并成了“集美工业
学校”，还在杏林。这次来看这个展
出，倍感亲切。说实话，之前我对于杏
林的工业发展历史了解得并不多，通
过这次展览学到了不少。有点遗憾的
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痕迹不多。但我
想，最初的集美轻工业学校、现在的集

美工业学校，之所以设立在这里，应该
也是和这里的轻工业发展历程息息相
关。我在学校是校本课程“嘉庚精神”
的老师，在明年的授课内容中，我应该
会把这些加进去。

此外，对我个人来说，此次展览感
触最深的是杏林大桥和园博苑的建设
历程，特别是园博苑的建设，真的大大
改善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杏
林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组文/本报记者 王飞颖 江伊妮
本组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我与杏林结缘，始于2002年《厦门
晚报》推出的“发现高浦”系列报道。当
时晚报联手文史专家通过史海钩沉，发
掘并报道了杏林高浦一带隐秘于历史尘
埃中的辉煌与繁荣，特别是作为厦门“兄
弟城”的一段历史：高浦宋时已是人文荟
萃，出了9位进士，3位官至尚书。到了
明洪武年间，高浦则是和厦门城一样的
卫所城防，甚至更大一些，称为高浦千户
所城。明末清初这里成为海商贸易的重
要港口，繁盛一时，直到清代禁海迁界才
衰落。但高浦的城镇街道格局和商贸传

统被保留了下来，现在你去高浦，夜市美
食一条街依然十分热闹。

当年的报道，是在厦门启动岛外
大发展的背景下，对高浦及杏林的文
化地层进行基础性勘探和梳理，为我
们强化“大厦门”的共识和实施岛内外
一体化发展进行文化观念的铺垫。如
今二十年过去，杏林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通过此次展览，我们可以看
出在一篇篇的报道中，厦门跨岛发展
战略已然开花结果，“大厦门”的共识
也已经深入人心。

我是几年前跟着儿子搬到杏林住
的，偶尔也会和朋友们回岛内逛逛。现
在杏林人很多，有很多新杏林人，像我
和我儿子、儿媳妇都算新杏林人了。以
前在我们的印象中，杏林也就是个岛
外新城区，杏林曾经有着如此辉煌的历
史，曾经在厦门的城市、经济发展有着
如此重要的“戏份”，也是在这次展览中
才了解到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历史当
地老杏林人也不一定都清楚，之前也在
楼下和一些老杏林人聊过，很多人也只
是有着片段的记忆。来看这次的展览，
如同打开了一个时间的宝盒，一次城市
的科普。我觉得只要看过展览的人都
会感慨这片土地发生的巨变，深刻认识
到只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这里才能有一波又一波的大发展，
从一个小渔村，最终变成一个整洁漂
亮、幸福的现代化城区。

集美工业学校教师 胡亚蜜：

“我要把这些列入授课内容”

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晚报原副总编 叶胜伟：

杏林强化了“大厦门”文化共识

杏林街道辖区居民 廖阿姨：

“这里发生的巨变让人感慨”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晓晶）继去年9月4日在厦门
闽南大戏院火爆上演之后，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又
将于12月9-10日与鹭岛观众见面，为岁末闽南大戏
院十周年院庆系列演出再添浓重一笔。该剧去年五
月在上海首演后即成“爆款”，此番再度来厦连演两
场，必将再次掀起鹭岛演艺市场一阵热浪。

《赵氏孤儿》是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讲述了晋国
上卿赵盾家族惨遭屠戮，程婴献出亲生孩子换得“赵氏
孤儿”平安，抚养他长大并助其复仇的传奇，程婴、公孙
杵臼的一诺千金，更成为古代诚信忠义的典范。导演
徐俊，在元杂剧和西方改编的基础上再度创作，让这个
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全剧共26个唱段，整体风
格大气磅礴，有“江山何其大，英雄渺如沙”“月弯如钩
多锐利，露珠闪闪照斜坡”的悲怆感怀，也有“飞龙睡在
瓦片上，月光映海棠”这样细腻的温情时刻。

本报讯 2022厦门体育产业年度风云榜评选报名正
在火热进行中，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可联系主办方获
知报名表格。

作为我市推广体育产业成果、激发广大体育企业潜
力的年度公益评选，本次评选将梳理发布2022年我市体
育产业年度事件，并设置年度人物、年度企业、年度“体
育+”融合优秀案例、年度体育创意产品和年度体育空间
几个奖项。

2022厦门体育产业年度风云榜评选由厦门市推动
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厦门市体育局、
厦门日报社主办，厦门报业传媒集
团承办，活动旨在通过面向全市的
征集、评选，全面回顾2022年度厦
门市体育产业的大数据及事件，并
设置相应奖项，以表彰过去一年在
厦门体育产业及体育商业领域有
突出表现的企业、人物、创新产品、
营销举措等，继而通过主流媒体的
宣传，以榜样的力量促进各行业广
泛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市体育产业
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2022厦门体育产业
年度风云榜评选
火热报名中

请扫二维码
获取报名须知及表格

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
今明在闽南大戏院上演

随着2022厦门
体育产业年度风云
榜评选序幕的拉开，
加之2022建发厦门
马拉松赛暨全国马
拉松锦标赛、2022厦
门全国铁人三项锦
标赛暨青少年锦标
赛等一系列精彩赛
事的举办和即将落
户的消息接踵而来，
厦门的体育事业、场
馆设施，连同厦门市
民的各色运动休闲
生活场景再度受到
各界强烈关注。

在厦门这座国
家体育消费试点城
市，各类运动休闲设
施不断完善，智慧化
水平逐步提升，令市
民可以在每天的不
同时段，方便快捷地
选择自己兴趣、合适
的运动场所，一边挥
汗，一边尽情享受山
海特色美景和智慧
体育新风尚。而全
民健身和时尚运动
在厦门的蓬勃发展，
也直接带动了这座
城市体育产业的勃
勃生机。

厦门的“近邻运动场”，近期频频受到国
家级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据厦门市体育局
副局长杜新飞介绍，在厦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市体育局联合各区政府、市政
园林、交通等部门，大力推进群众身边全民
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围绕公园绿地、街边空
地、桥下空间、道路周边、居住区周边闲置用
地、边角地、小区广场等，全面梳理适合建设
全民健身设施的存量场地，改建为运动场
地，供市民免费使用。截至记者发稿之日，
全市已建成并投用此类场地216处，面积近
十万平方米，涵盖足球场、射箭馆、步道、小
区健身路径等20类近邻运动场，极大满足
了周边男女老少居民的运动健身需求。

市民郑先生常常到家附近的学校跑步，
因为“离家近，易坚持，而且在跑道上运动很
舒服，运动效率明显提高”。学校场地设施
开放共享，也是厦门走在全省前列的一项工
作，自2018年试点、2019年正式推动，到今
年底，将开放144所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校，
五年来，进校健身的市民群众将达300万人
次，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刚刚成为“新厦门人”的陈小姐向来热

爱运动，刚到厦门便迫不及待搜罗各种运动
场所，近日她首度体验了快捷高效且免费的

“家门口的健身房”服务——关注“厦门i健
身”微信公众号，经过注册认证、保险购买之
后，她迅速查询到“MY吾量健身馆”离居住
地最近，于是她预约了午间一小时的免费健
身时段，步行十分钟抵达，经过人脸识别后，
很快便入场开始运动。“从器械到直饮水机
等，都可以享受付费会员同等的待遇，体验
感很好”，陈小姐告诉记者。据悉，目前，全
市已建成开放智慧健身房25家，有的位于
住宅小区附近，有的则是商业健身房受权加
入，器材总数达453件，累计入场健身人数
超21万人次。

陈小姐也发现，在“厦门i健身”这个一
站式智能服务平台上，包括智慧健身房预
约、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免费低收费场
馆预约、健身电子地图、健身器材免费借用、
公益课程预约、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管理、
社会体育指导员网格化服务、赛事活动报
名、全民健身线上调查等在内的诸多功能一
目了然，使用方便，“可以预见，我在厦门的
体育休闲生活将是丰富多彩的。”

补短板 各类场馆建设稳步推进

重创新 男女老少“近”享快乐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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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在厦门，，健身场所和项目种类丰富健身场所和项目种类丰富，，市民运动热情高涨市民运动热情高涨。。

文/本报记者 刘筠
通讯员 段钰 邓丽萍

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

图片展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图片展吸引了不少文史爱好者。。

一百多个一百多个《《厦门日报厦门日报》》的历史版面的历史版面，，蕴含丰富信息蕴含丰富信息，，
系统展示了杏林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了杏林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现场展出的部分现场展出的部分《《厦门日报厦门日报》》历史版面历史版面。。

市民在运动场挥洒汗水市民在运动场挥洒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