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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昨天是2023年元
旦假期最后一天，冷暖气流继续交锋，鹭岛
云幔铺天，日头公躲懒。气象部门预测，今
明两天，我市维持多云到阴天气，后天起冷
空气减弱，冬日暖阳重现，气温随之回升。

昨天，厦门北部山区有小雨洒落，但雨
量太小，地面都未打湿。总体来看，气温不
高，城区各地最高气温在18℃~19℃，夜晨

最低气温为15℃上下，较前几天略有回升。
不过，东北风劲吹，局部出现7级大风，体感
气温偏低。

今天，受冷空气影响，我市及海上风力
依然较大，为此市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警
报，城区东北风增强为4~5级、阵风7级，内
海及各大桥、高海拔山区会出现5~6级、阵
风7~8级的大风，崇武到东山沿海最大风力

可达6~7级、阵风8~9级，市民要注意防范。
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市城区最高气

温维持在 18℃左右，夜晨最低气温将从
14℃跌至13℃，北部高海拔山区低温只有个
位数，夜晨依旧比较寒凉，早出晚归的市民
不可大意。

好消息是，后天和6日，本轮冷空气减
弱，我市天气转为多云到晴为主，冬日暖阳

重现，气温随之攀升，白天城区最高气温可
达22℃，东北风也会收敛持续多日的狂态，
午间暖意融融。但昼夜温差随之拉大，可能
达到近10℃，一日如跨两季，市民要注意及
时添减衣物。

预计7日开始，新一轮弱冷空气南下抵
厦，我市气温又将下降，至下周一（9日）城区
最高气温将跌至16℃左右。

徒步走高速寻亲
男子被安全送离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许晓婷 通讯员

郑锦阳）一名男子走上高速公路，想一路走
到泉州寻亲，幸好被高速交警及时发现，平
安带下高速……近日，这一幕发生在沈海高
速厦门段。

厦门高速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在沈海高速A道2317km+
900m附近发现该男子背着行李正迎着车
流行走。民警立即将警车停靠在应急车道，
打开警报器和双闪灯，指挥车流减速，同时
大声呼叫提醒男子注意避让，随后引导男子
撤离到应急车道护栏外。

经询问，该男子姓马，37岁，是一名泥
水工，没有积蓄，觉得生活困难，就萌生了前
往泉州投靠亲戚的想法。“我没钱坐车，于是
一路步行，不知不觉走到了高速公路上
……”该男子说。民警对其违法上高速的行
为提出严肃批评，并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民警将该男子安全送离高速公路，并掏
出一百元作为其寻亲路费。

文/本报记者 庄筱婧
通讯员 徐晓曦

图/双栖影视 提供
冬季的微寒尚未褪去，湖里

已在用电影拥抱春天。今年元
旦前夕，湖里区在厦门海上世界
寰映影城为2022厦门双栖艺术
影展暨第五届厦门艺术电影交
流周拉开序幕，活动从2022年
12月30日持续至2023年1月3
日，用筹备已久的光影盛宴迎接
崭新一年，也让市民游客感受艺
术电影魅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厦门市
电影局、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指导，中共湖里区委宣传
部、厦门大学电影学院主办，双
栖（厦门）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发起并承办。

梦想无垠，步履不停。站在
新征程的起点，湖里区将持续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
续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
荣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超越。

今明风大天冷 夜晨较寒凉
后天起转晴，我市气温攀升，午间暖意融融

光影盛宴相伴 共启浪漫新年
湖里区举办2022厦门双栖艺术影展暨第五届厦门艺术电影交流周

2022年岁末，站在岛内西北门户，眺望
碧波海港，厦门双栖艺术影展正与湖里城
区鸣奏同频共振的光影交响乐。

厦门艺术电影交流周已举办了4年，得
益于湖里区近年来影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
展，产业、营商环境、政策等各项优质影视
资源在这里汇聚和流通，本次影展进一步
升级，有了“质”的飞跃。影展邀请了来自
艺术电影业内的11位资深导演、演员、制
片人、影评人等担任策展、选片等工作，打
造了焦点影人回顾展、艺术电影新作赏和
经典电影学术赏析三个特色单元，在5天的
时间里为观众呈现《及格人生》《巫山云雨》
《不要再见啊，鱼花塘》等14部广受好评的
国内外优秀影片，并邀请影片的导演及主
创团队为观众举办映后活动。

影展还同步举办了南方影像论坛，通过
对谈的形式多维度探讨“南方影人的创作方
式”，解读充满独特美学的南方影像。论坛
邀请资深影评人君伟作为主持，导演章明、
牛小雨，演员黄璐等一同交流探讨南方艺术
电影，与影迷对话，让活动设置更加丰富、更
有层次，让影展更具专业性和艺术感。

“影展不仅用优秀的南方新片带来视

觉盛宴，并且通过论坛同行碰撞想法、产生
共鸣，对厦门的影迷来说是一份不可多得
的新年大礼。”君伟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正值中日邦交
正常化50周年，在厦门市人民政府外事办
公室的支持下，此次影展还精选《海街日
记》等三部经典日本电影进行学术赏析、探
讨交流。

在新年前夕，主办方还精心准备了“跨
年特别场”放映，与观众在倒计时的钟声
里，共度异国电影赏析之旅，以光影为媒，
用艺术点亮新的一年。据悉，中国电影金
鸡奖长期落户之后，与艺术电影共同迎接
新年就成为该活动每年必备的环节，不仅
吸引了广大市民参与其中，还有不少影迷
专程从外地赶来，共同感受厦门作为“电影
之城”的独特魅力。

在跨年的当晚，观众道奇告诉记者，
作为影迷，能和电影同好一起跨年，是一
种幸运。“当所有人在影厅里看着熟悉的
影片倒计时，告别过去的一年，大喊‘新年
快乐’的时候，那份感动值得久久地珍藏
在心间，感谢影展让我们透过银幕看见世
界的美好。”

云霄下河杨桃丰收
游客体验采摘之乐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元旦

假期，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漳州
市云霄县下河村的杨桃丰收，当地万余亩
杨桃逐渐成熟，果树挂满黄澄澄、水灵灵
的硕大果实，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体验采
摘之乐。

在漳江沿岸的下河古村落边，下河杨桃
生态观光园硕果累累、芳香四溢，游客在杨
桃园内边摘边吃。不少游客带着家人朋友
来采杨桃、挖野菜、吃农家饭，体验乡村乐
趣。据了解，当地拥有富硒红土壤和丰富的
山泉水，滋养着成片的杨桃树，如今种植面
积已达1.3万亩，年产值超过1.5亿元，成立
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200余家，其中，富达、
和丰等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厦门、泉州等地食
品加工企业合作，形成了风干杨桃、杨桃罐
头、杨桃饮料等系列产品。

日前，下河的杨桃还上了央视新闻频
道的《山河壮美 江山如画》栏目。

老人迷路徘徊路边
民警帮他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 郭

标）喝完一碗热粥，迷路两天的老人身上不
再发抖，眼眶中泛着感激的泪光。近日深
夜，这一幕发生在翔安新店派出所值班室。

2022年12月30日晚上10点左右，有
热心群众报警称，新店街道祥吴社区有一名
老人正在路边徘徊，疑似需要帮助。值班民
警林志敏赶到现场，老人情绪激动，一直说
着方言。林志敏一边安抚他，一边将其扶上
警车。经耐心沟通，林志敏了解到老人迷路
了，已经2天没吃东西。

林志敏把老人带回派出所，先为他打来
一碗热粥。老人依稀记得子女的联系方式，
林志敏辗转联系上他的家人。原来，老人来
自江西，已经85岁高龄，来厦门时间不长，
事发2天前从家里出来后迷路，因为语言不
通，路人也无法为老人提供帮助。接到民警
的电话时，老人的家人正急得团团转，立刻
赶到派出所接回老人。

数据来源：厦门气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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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影展焦点影人章明发言。
他编剧和导演的作品曾多次在
国际影展获奖。

观众与电影跨年1

艺术于此栖居
电影，正在悄然形塑着湖里的城区

气质。
不久前，在胶片电影露天放映大会

上，经典电影《美丽人生》走进时尚商圈
古地石，在红砖古厝、木制回廊的惠和石
文化园放映《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
与城市互相映衬、互相成就。影城相融，
湖里艺术氛围愈发浓郁。

在湖里，影城融合的城区氛围，也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期望扎根湖里。

谈及湖里，本届影展的焦点影人、北
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章明告诉记
者，在厦门有湖里这样一个城区，可以通
过影展让艺术电影培育生长，是这座城市
对电影文化理想的凝聚。虽然是第一次
来到湖里，但感受到浓厚的影视氛围，看
到这么多的文创园区、文化基地，这里是
他作为一个影人也会想来创作的地方。

吹着东渡港口的海风，演员黄璐感
到幸福而熟悉，这是她第二次为了双栖
艺术影展来到厦门。对她来说，这座海
滨城市是充满浪漫主义的地方，而湖里，
更令她心向往之，希望未来有机会来这
里拍戏和生活。

在湖里，电影慢慢融入生活，电影和
观众看见彼此，越来越多年轻的电影人
像双栖影视创始人颜志坚一样逐渐圆
梦。“我的公司和影展起名为‘双栖’，希
望不论是在外求学的留学生，还是海外
的华侨华人，都能够通过光影栖息在共
同的梦想中。感谢湖里给予我们品牌充
分的支持和耐心，不断优化城区的人文
艺术电影环境，让我们坚定扎根湖里的
信心。”颜志坚说。

2

▲新年前夕，主办方精心准备了“跨年
特别场”放映，与观众共同倒计时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