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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
百余场文旅活动登场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百余场线上线下活

动、超过500款元旦跨年产品将丰富市民游客的
元旦假期。近日，市文旅局组织指导全市各公共
文化场馆、剧院剧场、文旅商综合体等，开发优质
文化和旅游产品。

厦门方特·LMF跨年音乐季2022年12月
31日至2023年1月2日不间断演出；郑小瑛歌
剧艺术中心和厦门歌舞剧院，携手厦门歌剧爱乐
合唱团，在厦门嘉庚剧院为大家献上跨年交响音
乐会；闽南大戏院十周年院庆演出季的重点剧
目，《安娜·卡列尼娜》中文版将在元旦期间连演
三场。在线上，厦门歌舞剧院的跨年演出登陆央
视2023跨年晚会《启航》。

一批主题潮玩项目也陆续登场。巨鹏飞梦幻
海岸和不凡之地等携手合作，构筑2万平方米沉
浸式“梦幻雪境”；厦门同安影视城推出“影视城里
看非遗”；灵玲国际马戏城举办横跨元旦春节假期
的“潮兔新春灯会”；同安北辰山景区启动“大展宏

‘兔’”系列活动；惠和石文化园推出“萌兔大作战
主题游园活动”和“兔来运转主题趣味体验”；厦门
市博物馆在元旦开展“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
青铜文明特展”。

深化交流互动
两岸青年大联欢

本报讯（记者 叶舒扬）2022年12月30日
晚，第十四届海峡两岸福德文化节暨青春在鹭上
——两岸青年party，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五通
砂之船奥特莱斯举行。本次活动由湖里区委统战
部、金山街道办事处指导，湖里区委台港澳办、湖
里团区委联合主办。

趣味纷呈的活动吸引了百名两岸青年参加，
两岸青年在这场盛宴中促进了思想交流和心灵
契合，结交到志同道合的好友。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主任方旭明表示，两岸青年
在活动中展现美好的青春年华，增进了相互之间的
交流沟通。这些年来，湖里区坚持以“通”促融、以

“惠”促融、以“情”促融，积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深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我们希望以此活动，搭建两岸青年友谊的桥梁
和纽带，加深台湾青年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归属
感，让他们在这里不负青春，逐梦远航。”

社科宣传进基层
翔安区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

系列活动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 曾嫣艳 通讯员 叶晓菲）2022

年12月23日起，由中共翔安区委宣传部、翔安区
社科联主办的“学习贯彻二十大 砥砺奋进新征
程”厦门市及翔安区社科普及宣传周系列活动在
翔安全面展开。

2022年12月29日下午，一场干货满满的干
部群众学习会在翔安澳头超旷美术馆举行。本次
学习会特邀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易欣，以《新
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与实现路径》为题，
开展社科专题讲座。当天，社科普及周系列活动
之一的“学习用典”中国优秀经典故事连环画作
品展也在超旷美术馆社科基地同步展出。150
幅优秀连环画作品全部为画家手稿原件，是一场
全国优秀连环画的视觉盛宴，不少市民朋友慕名
来到现场欣赏。作品展将持续展出至春节后。

翔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社科联常务副主
席林革命介绍说，翔安区社科普及宣传周活动很
丰富，有社科知识进基层、送福到你家活动，有送
二十大精神宣讲进机关、进国企、进军营、进校
园、进基层活动。

奏响经典乐章
辞旧迎新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新年音乐
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郭睿）前晚，厦门嘉庚剧院，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携手厦门歌舞剧院，为厦门
人带来跨越零点的新年音乐会，在乐声中迎接充
满希望与祝福的2023年。

本场音乐会由郑小瑛教授担任艺术总监、郑
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常任指挥高嵩执棒，特邀著名
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高参，
青年女高音顾文梦，青年男中音冯浩然演出。音
乐会曲目中西交融，既有新年音乐会的传统曲目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雷电波尔卡》，也加入了具
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如《欢庆》《火把节》
《新春乐》《瑶族舞曲》《土楼回响》选段，以及多部
西方经典音乐作品。

城隍文化展
邀您来赏

陈化成城隍文化书画摄影展在
思明区文化馆开展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 通讯员 李志勇 苗娟）
前天下午，以“弘扬爱国主义 传承民族精神”为主
题的海峡两岸（厦门）陈化成城隍文化书画摄影展
在思明区文化馆一楼展厅开展。展览持续至
2023年1月28日。每天9：00-18：00开放。

此次展览，共展出来自两岸的书画家创作的
30多幅陈化成城隍文化主题书画作品，以及20
幅两岸少儿绘画作品、30幅陈化成主题摄影作
品，通过作品展现两岸同胞对陈化成爱国主义精
神的传承。此次活动由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思
明区台港澳办联合举办，思明区正公忠城隍庙文化
传习中心承办。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春节期间不停
产企业最高50万元补贴、重点项目最高
100万元补贴……近日，厦门市人社局等
16个部门联合发布最新通知，“真金白银”
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

根据通知，将对不停产的企业予以支
持。对在2023年1月21日至27日期间开
工生产的规上工业企业，根据实际在岗生
产的职工人数、天数，按照150元/天·人的
标准给予稳就业奖励补贴，单家企业最高
不超过50万元。

此外，支持企业运用“用工调剂”机制
和政策解决短期用工问题，2023年第一季

度，通过市人社局“i就业”企业用工调剂平
台调剂用工10人（含）以上且用工时间1个
月（含）以上的，按照调剂人数，分别给予双
方企业500元/人的奖励。市外调剂到本市
的，可由本市企业代为申请。

企业2023年第一季度自主招收首次
来厦就业或本市新成长的劳动力，办理就
业登记、缴交社保费满3个月的，按照15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以工代训补
贴。所需资金从技能提升专账结余资金中
列支。申请时企业无需提供培训计划、培
训合格证书等培训材料，补贴由企业确认
及内部公示后申领。

不停工的重点建设项目也将予以支
持，对在2023年1月21日至2月5日不停
工且现场施工日均人数50人（含）以上的项
目给予补贴。其中：1月21日至27日不停
工的项目，按照实际施工情况给予100元/
天·人补贴；1月28日至2月5日不停工的
项目，按照实际施工情况给予50元/天·人
补贴。以上两项措施对单个项目累计补贴
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

不停工企业除了有补贴，还将给予考
评激励。我市建设工程在2023年1月21
日至2月5日期间不停工且现场施工日均
人数50人（含）以上的项目、混凝土企业供

应量累计5000立方米以上，由行业主管部
门对项目参建单位（含建设、代建、施工、劳
务分包等单位）、混凝土企业予以通报并记
录良好行为信用记录。

此外，饭店景区在岗职工也予以补
贴。对在2023年1月21日至27日期间正
常经营的全市星级饭店和A级旅游景区非
厦门市户籍在岗职工，按照100元/天·人的
标准给予补贴。

我市还将持续提供要素保障服务，精
心组织开展稳工招工抢开局活动，加快供
需对接，同时进一步实施系列促进春节消
费措施，助力我市一季度经济发展开好局。

市人社局等16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真金白银”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不停工不停产

本报记者 张玉榕
穿上工作服，佩戴好工牌，仅步

行10多分钟，周群就从家里来到市
园林植物园开展工作。就连周末，
他都习惯性地去植物园内瞧瞧三角
梅。他笑着说：“我早已把三角梅当
成自己的孩子，一日不见，十分想
念。”

提到丈夫的工作，周群的妻子
告诉记者：“原本我们住在莲前西路
附近，离植物园有约8公里远，为了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植物研究工
作，我们2008年就搬家了，只为全
力支持他的工作！”

周群对林业有着浓厚的感情，
他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也
算是一个“山农”，一名扎根于山中
研究植物、从事绿化工作的“农民”。

1999年，周群大学毕业后入职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他深入钻研仙
人掌与多肉植物、绿化乔木、灌木及
草本花卉等植物的生产培育技术。
但在众多植物中，他最爱三角梅。

“三角梅不仅美丽，而且生命力十分
顽强，它是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
进的象征。”周群说。

周群铆足了劲，一直致力于三
角梅的培育，不断研发新品种。
2018 年，周群和同事们自主研发
的三角梅品种“中闽 1号”横空出
世，该品种花期长、花色艳、叶小且
叶节间距极短，叶呈罕见的近圆

形，园艺观赏价值极高，栽培容易，
是极佳的三角梅微型盆景素材。
周群和同事们为此花了8年时间。

三角梅种类丰富，花朵有红
色、白色、紫色等不同颜色，但带香
味的三角梅人们闻所未闻。2020
年，周群和同事们还培育出清香型
三角梅，并顺利通过国际新品种登
录，填补了“叶子花属无香味”这一
行业空白。这类新品种三角梅散
发出类似“香妃山茶花”的淡淡花
香。

研发三角梅新品种并非易事。
周群回忆道，完成一次杂交，得在成
百上千朵花上进行人工授粉。人工
杂交很考验耐心，而一个新品种的
诞生，则要经过至少3年的杂交培
育，养出3代以上、性状稳定的三角
梅，才标志着培育成功。

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周群将时
间的天平往植物研究工作倾斜。儿
子小名“天天”，他很喜欢听爸爸的
工作故事。周群摸着儿子的头感叹
道:“工作一忙起来都顾不上天天，
好在他真的很乖，周末总喜欢陪着
我来植物园，我加班，他自己写完作
业，就逛逛园林。”

“我喜欢去植物园，在那边能看
到爸爸种的三角梅！”儿子“天天”自
豪地说道。周群的妻子连忙补充
道：“别看天天才读小学三年级，他
已经立志当一名植物学家了。”

●出镜人：周群，46 岁，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三角梅研
究推广中心主任、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负责人
●地址：思明区万寿路
●心愿：立足厦门，继续为三角梅花开中国提供技术
支撑与成功实践。

虽然我市进入寒冬，但市花三角梅仍在绽
放。人行天桥上、BRT沿线、立交桥上，都能
看见不同颜色的三角梅竞相开放、摇曳生姿。
这道风景线的背后，是一位位三角梅培育专家
多年来持续付出辛勤汗水，他们一方面潜心育

花，培育出三角梅新品种；另一方面为三角梅
“号脉”，精准控花，延长盛花期，为高颜值鹭岛
增光添彩。

本期家访，本报记者走近我市两位三角梅
培育专家，倾听他们与市花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玉榕
一身工装服，精气神十足，堂堂

七尺男儿郭锦松，整个人透着一股
子英气。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名

“90后”小伙，反倒成了护花使者，天
天跟鲜花打交道，还通过技术人为
控制花期。

“滨北立交桥上种的三角梅结
出小花苞了，得及时补充水分和营
养液，这样到了春节期间，这些三角
梅就可以迎来盛花期了……”记者
初次联系郭锦松时，他正在巡视多
条线路，忙着对工人讲解控花相关
事宜。交代完后，他才有条不紊地
向记者讲起他的日常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三角梅的日常
养护以及控花。”郭锦松用一句话概
括了自己的工作内容。细聊过后，
记者才了解到这份工作并不简单。

一般来说，厦门常见的小叶紫
三角梅在3—4月、10月底至11月
开花，同安红三角梅虽然全年可开，
但通常在3—4月、7—8月和10-11
月才进入盛花期，能维持20天至30
天。为了让市民在节假日或特殊的
时间节点也能赏花，郭锦松就需要
和时间赛跑。他和同事通过控花技
术，提前2个多月，运用叶面施肥、控
水、催花、花后复壮等人工手段，调
控苗木花期，以实现三角梅在预设
节点或时段集中绽放。

去年11月中旬，郭锦松开始忙
着为滨北立交桥、海沧区马青路高
架桥等处的三角梅控花，让这些三
角梅集中在春节开放。控花期间，
郭锦松及时观测苗木情况及控水进
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盛花期前

50天，通常是郭锦松最忙碌的时
段。在关键控水期，他每天要对管
养范围内的9座天桥、4座高架桥、4
座跨线桥立体浇灌系统进行试压、
巡检，将长度约40公里的浇灌系统
注水量误差控制在±5%。控水作
业时，郭锦松要将滴管插入盆器土
壤内，手法尽量轻柔，以防破坏根
系；浇灌时一手捏开关、一手掐表，
限时控水精确到秒。

说起控花专业知识，郭锦松滔滔
不绝。同事们还给郭锦松起了个外
号：“郭大行家”，面对“行家”这个称
号，郭锦松连连摆手对记者说：“我可
不是行家，只是将所学知识用到工作
上而已，3年前，我还只是个小学徒。”

说起如何与园艺结缘，郭锦松
笑着说：“我是因为高考分数不够，
才选择园艺专业。”直到接触到园艺
专业，郭锦松才了解到其中门道，尤
其是园林绿化工程师很吃香。毕业
后，郭锦松从事苗圃培育工作。

不过，对于这份工作，郭锦松的
父母一开始并不支持。“当时我们认
为一个大男生整天都在种花，怪怪
的！”郭锦松的父母说，“他可执拗
了，立即找来舅舅当‘救兵’，一番劝
说下，我们才明白园艺并不单单是
种花而已，还是门技术活。我们应
该给予支持！”

2019年，郭锦松开始学习控花
技术，不知不觉成了“花迷”。每到
一座城市旅行，他都会先逛逛当地
街道，看看这座城市种植了什么苗
木，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而厦
门市花三角梅在他的控花技术下定
时开放，他对此十分自豪。

他培育的三角梅
散发淡淡茶花香

关键词

坚持

他精准控制花期
每逢佳节花争妍

●出镜人：郭锦松，31岁，厦门万银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三角梅控花技术负责人
●地址：思明区洪本部街
●心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美丽的鹭岛添彩。

关键词

挑战

周群掌握了丰富的三角梅培育技术周群掌握了丰富的三角梅培育技术。（。（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郭锦松在观察三角梅花苞分化郭锦松在观察三角梅花苞分化。（。（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护花使者勤照料
三角梅变香了变守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