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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天气

■ 高潮时：02时30分和14时12分
■ 低潮时：08时23分和20时31分
■ 表层水温：27.0℃至30.5℃
■ 厦门岛南部海域浪高：

0.4米至0.8米 小到轻浪
厦门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

明天
多云到晴
午后岛外局部雷阵雨
2626℃~℃~3434℃℃

后天
晴到多云
2626℃~℃~3434℃℃

今天
多云
午后岛外局部雷阵雨
2626℃~℃~3333℃℃

海洋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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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两天
主打晴热

岛外或有热雷雨，请您注意防范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昨天厦门晴热，赤日

高悬下一片赫赫炎炎。气象部门预测，今起三
天，我市以晴热天气为主，岛外可能出现35℃
以上的高温，不过今明岛外可能有热雷雨，市民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同时，可以带把晴雨伞。

副热带高压影响下，昨天市气象台本站最
高气温升至34.1℃，逼近35℃高温线，城区最
高气温普遍在32℃至36℃，集美东垵BRT站
更是达到37.3℃。

昨天我市天空还出现了“日晕”现象，太阳
外罩着巨大光圈。气象专家介绍，“日晕”是一
种常见的大气光学现象，是太阳光通过高云中
蕴含的冰晶时，经过两次折射、反射形成的。“日
晕”在厦门并不罕见，通常多发于春夏季节。

今天是三伏天中的中伏第一天，意味着副
热带高压这个大火炉会越烧越旺。今明两天，
晴热天气虽是主旋律，但偏南风送来水汽，午
后岛外局部地区可能遭遇热雷雨袭击，市民要
注意防范。城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不
过岛外内陆地区更加炎热，会出现高温天气。

后天起，日头公将成为我市天气绝对主
角，气温将逐日升高，户外作业人员要加强防
晒，及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此外，西北太平洋正迎来新一轮的台风活
跃期，菲律宾以东洋面已经有一个“台风胚胎”
正在孕育，未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今年第5号台
风，到时可能会给厦门带来雨水，但目前路径
不确定性大，需要密切监测。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徐梦菡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吃荔枝不用吐荔枝核，这样新奇的
无核荔枝，您吃过吗？近期，在厦门市集
美区后溪镇的厦门市进法水果专业合作
社，50亩无核荔枝迎来丰收。一颗颗圆
润红艳的荔枝大如乒乓球，剥去果皮后，
全是果肉，让人赞不绝口。

走进这片无核荔枝种植园，山坡地
上种满了荔枝树，这种夏日限定的果实
在枝头竞相绽放。烈日下，一抹抹娇艳
的荔枝红染上枝头，形似红色灯笼，荔枝
的果香扑鼻而来，令人垂涎欲滴。

近看，一颗颗无核荔枝个头比其他
品种荔枝大了不少，十分特别。“无核荔
枝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核或者是核很小，
单个果实的重量比较大，大的果实可以
超过60克。”合作社负责人王平武介绍。

他随手摘下一颗无核荔枝，剥开薄
薄的果皮，晶莹剔透、白嫩如玉的果肉露
了出来。用刀切开荔枝，只见汁水四溢，
轻咬一口，果肉爽脆甜润，荔枝的清香充
满口腔。

这片果园是王平武2008年从父辈
手里接手过来的，2012年他引进了无核
荔枝这个新品种。“种了十余年了，无核

荔枝的产量相对稳定，今年的产量预计
可达5000多公斤。”他说道。

厦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科负
责人安慧珍说，无核荔枝是海南选育出
的品种，名为南岛无核荔枝，无核率可达
95%，厦门地区主要采用果树高接换种，
目前种植面积约1200亩。她说，“无核
荔枝果肉厚，适应性强，品质优，带来的
经济效益是可观的。”

在王平武的合作社里，一颗颗无核
荔枝被装进一个个快递箱里，发往全国
各地。他表示，目前市场上，特级的无核
荔枝零售价预计超过120元/公斤，“虽
然价格高，但还是受到市场欢迎。除了
厦门本地的消费者，不少外地消费者也
喜欢无核荔枝，现在我每天都要发货到
其他城市。”

王平武还尝试把新鲜的无核荔枝烘
干，制成荔枝干，“这样可以延长荔枝的
保存时间，而且荔枝干的营养价值高，可
以作为补品食用。”

小贴士>>
荔枝的功效与食用注意事项
荔枝的果肉富含维生素，具有补脾益

肝、理气补血、温中止痛、补心安神的功
效，可促进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防止雀
斑的生成，令皮肤更加光滑。荔枝适合产
妇、老人、体质虚弱者、病后调养者食用。
糖尿病人要慎用荔枝，阴虚火旺、有上火
症状的人也不要吃，以免加重上火症状。

荔枝不宜一次食用过多或连续多
食，尤其是老人、小孩和糖尿病人，每天
吃5颗就足够了。

本报讯（记者 卢漳华 通讯
员 余雪燕 韩超）近日，同安不
少果园、农场里的葡萄迎来采
摘期，巨峰葡萄、阳光玫瑰、甜
蜜蓝宝石……品种繁多、硕果
累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撷

“甜蜜”。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祥平

街道过溪村的源葡农林葡萄种
植园，这里的30亩巨峰葡萄和
少量“甜蜜蓝宝石”葡萄已经陆
续成熟。源葡农林葡萄种植园
负责人许宗荣告诉记者，这些
巨峰葡萄植株都引自有“葡萄
之乡”美誉的宁德福安，采摘期
将持续至9月初。近期阳光充
足且温度高，园区各品种葡萄
上色好、糖度高、粉度够。

在同安区五显镇三秀山村
的阳光四季家庭农场，10亩高
品质“阳光玫瑰”葡萄也迎来采
摘期。在种植大棚，一串串晶
莹剔透的葡萄果串挂满枝头，
颜色翠绿。今年，阳光四季家
庭农场有10亩“阳光玫瑰”葡
萄，单果重达12克左右，采摘期
将持续至9月下旬。

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实习生 张雨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特有的印记，

承载的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更是祖辈们生活
的缩影。集美前场社区陈氏的传统纸扎技艺历
经130多年，已经传承了四代人，代表性传承人
陈赐勇的纸扎技艺颇负盛名，他通过剪、贴、拼、
粘等手艺制作的纸扎作品，形象逼真、惟妙惟
肖。近日，在陈赐勇的工作室，他向记者讲述了
他和弟弟陈赐坚“纸”守一艺的故事。

细节都是耐着性子
用两根手指慢慢“夹”

记者跟随陈赐勇走进位于前场社区的工作
室，其实也是自家的老房子，门口贴着他自撰的
对联——“传承老先辈传统纸扎技艺 弘扬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陈赐勇笑言，自己的毛笔字写
得不好，但字里行间确实承载着他们兄弟俩作为
陈氏传统纸扎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的坚守与热爱。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除了案头堆
放的不同材质的纸张、大小不一的竹子以外，还
收藏着陈赐勇和弟弟共同完成的代表作品——
纸“赛”龙舟。

陈赐勇指着长约1.2米的“龙舟”介绍，这个
作品的制作经过十来道工序，骨架主要取材于
竹，以线团缚部位，糊彩纸以装饰，再配上鼓手、
划桨手，每一步都是复杂的手工制作，历时1个
多星期才完工。

当被问及哪道工序最有挑战性，陈赐勇边
说边用手指比划着：“你们看‘龙头’这么迷你，
是由竹篾交叉绑在一起成形的，当初固定框架
时有许多细节是很难用双手同时操作的，只能
耐着性子，用两根手指慢慢‘夹’。”

每当有人看到陈赐勇的纸扎作品，都会发
出惊叹：“这真的是用纸做的吗?”对此，他感慨
道——“这就是传统纸扎技艺的魅力所在！”

陈赐勇兄弟俩除了制作人物、灯笼以外，也
制作用于祭祀及喜丧习俗活动中所需的纸制
品。可以说，凡是生活中能够见到的东西，都是
纸扎的对象，不过并不是每件作品都有对照图，
有时候，陈赐勇需要根据创作需要，将脑海中的
构思转为实物，而这离不开他丰富的纸扎经验。

从事纸扎工艺43年
最好的工具是自己的手

如今，61岁的陈赐勇已从事纸扎工艺43年
了。他说，他的曾祖父是清末时期远近闻名的
纸扎师傅，随后，祖父、父亲也都传承了这项技
艺。陈赐勇8岁就开始学习纸扎，18岁时能够
独立完成作品，一路走来，他不仅没有放弃这门
家传手艺，还以此为生。

“这是我们的老手艺，丢了可惜！”说起一代
代传承的纸扎技艺，陈赐勇如数家珍。“我和弟
弟要先学会折纸、剪纸、刻纸等基本功，再掌握
破竹子、削竹片和扎竹子以及浆糊的技巧……”
陈赐勇说，每一步都需要反复钻研，不少细节更
需要精细制作。

采访中，记者发现陈赐勇的手上已布满了
老茧。“就算现在，也时常会被竹子上的小刺扎
伤，但这并不影响工作。”陈赐勇说，手艺人最好
的工具是自己的手，比如用手涂浆糊才能感知
是否涂到位、是否粘得牢固。

“这些窍门都是父亲传授给我的。”陈赐勇
说，除了纸扎的制作要领以外，其实他和弟弟现
在使用的工具，不少都是父亲和祖父当年使用
的。陈氏兄弟的纸扎作品颇负盛名，但在陈赐
勇看来，父亲的作品始终比他和弟弟的成品更
加出色，而祖父的作品更是惟妙惟肖。

希望更多人看到纸扎魅力
传承祖辈留下的文化遗产

如今，纸扎技艺日渐式微，纸扎的订单量也
不如从前。纸扎技艺的传承，是陈赐勇最大的
期盼。他说：“我女儿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她在
纸扎技艺方面只掌握了一些基础，希望她能学
会更多，继承这门技艺。”

陈赐勇兄弟俩每年都积极参加非遗进校
园、进社区等宣传活动，教孩子和市民制作纸扎
灯笼。不仅如此，只要有人联系他们想学习体
验纸扎技艺，兄弟俩都非常欢迎。他们深信，只
有更多人学习纸扎，这门古老的技艺才能够留
存，并且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要把祖辈留下的技艺传承下去！希望更
多的年轻人看到这项传统技艺的魅力，共同传
承和发展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陈赐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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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火龙果
摘莲雾果 别样香

翔安大宅社区的火龙果田翔安大宅社区的火龙果田。（。（蔡立锽蔡立锽 摄摄））

纸守一艺
扎出万物

非遗传承人陈赐勇和弟弟陈赐坚
以恒心、匠心、初心守护百年技艺

传统纸扎技艺
纸扎又称“扎纸”或“纸签”，汇集了绘画、雕刻、竹艺、刻纸、

剪纸等传统技法，常用于节庆、婚丧等民俗活动，是历史久远的
民间传统手工技艺。2019年，“传统纸扎技艺”被列入厦门市第
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被列入福
建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本报讯（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郑菁妍 林嘉祥）这个夏天，不妨去

“红彤彤”的翔安玩——可以去大
宅社区，投身火龙果的海洋；也可
以去黄厝村，一品莲雾的清甜。

今天起至周日，“翔安·大宅
第四届火龙果文化旅游节”如约
而至。一脚踏入大宅社区的大
门，就踩进了无边的花海、果海与
灯海。现场有“花young大宅艺
术涂鸦展”“卡路里农夫集市”“火
龙果甜品客栈”等活动邀您打卡，
还可以品尝诸多火龙果特色产品
——火龙果茶、火龙果酒、火龙果
馒头、火龙果面、火龙果酥饼、火
龙果蛋卷……最有意思的是，你
可以在田间寻找咖啡师，和他一
同制作一杯火龙果咖啡，感受果
香与咖啡香撞击的魅力。

如果您想体验安静的乡村生
活，不妨到黄厝村的种植园区。
内厝镇黄厝村内共有20亩莲雾
进入采摘期，本月底前都可采摘。

据介绍，园内种植的是台湾
大叶红莲雾，果实较大、果肉口感
良好，含水量高达90%，“黄厝村
的气候环境适合莲雾生长，随着
种植、管理技术的进步，产量不断
增加。”据悉，今年一棵果树大概
能够结40千克莲雾果，20亩果林
预计产量能达4000千克。

据了解，种植莲雾的德然山庄
是黄厝村合作签约的专业户外经
营机构，今年5月1日正式营业。
山庄负责人廖敏杰说：“采摘莲雾
是新的尝试，希望以此带动整个黄
厝村农户在水果种植以及蔬菜种
植方面的收益。”

陈赐勇介绍纸扎工艺作品陈赐勇介绍纸扎工艺作品《《纸赛龙舟纸赛龙舟》。》。

王
平
武
展
示
刚
摘
的
无
核
荔
枝

王
平
武
展
示
刚
摘
的
无
核
荔
枝
。。

▲▲厦门市进法水果专业合作社二维码厦门市进法水果专业合作社二维码

服务/都市都市

名片

恒
心

匠
心

初
心

品
种
从
海
南
选
育
，采
用
果
树
高
接
换
种
，

无
核
率
可
达9

5
%

应对热射病 预防很重要
“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较高、容易患重

症中暑时段，热射病便是重症中暑形式之一，
一般是由先兆中暑或轻症中暑发展而来的。

由于大部分人尤其是户外体力劳动者和
老年人不具备“热适应”能力或未接受过相应
训练，因而很难耐受高温酷暑的环境温度变
化，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避免在高温、高湿及
不通风的环境长时间驻留、运动。夏季应充分
休息、补充水及盐分，可用菊花、金银花、荷叶、
薄荷、藿香等泡水喝清热解暑。

专家提醒，因热射病会危及生命，若发现
有人疑患热射病时，应尽快拨打急救电话，并
在医护人员到达前给患者迅速降温，如用凉湿
毛巾或冰袋冷敷头部、腋下及大腿根部。

据新华社电

提醒

昨天我市天空出现昨天我市天空出现““日晕日晕””现象现象，，就像戴了就像戴了
““美瞳美瞳””一样一样。（。（厦门日报拍客厦门日报拍客 悠游安娜悠游安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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