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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多云到阴天
有雷阵雨
局部地区大雨
2626℃~℃~3232℃℃

后天
多云到阴天
有雷阵雨
局部地区大雨
2626℃~℃~3232℃℃

今天
多云到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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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今日最高温

■ 高潮时：05时13分和18时26分
■ 低潮时：11时50分
■ 表层水温：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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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预报

（数据来源：厦门气象微信公众号）

有奖报料 968820服务/都市
XIAMEN DAILY 2023年8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唐逸豪 美编/张宁

厦门网 www.xmnn.cn

B01

相关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 通讯员 刘珏）日头
公烘烤下，昨天鹭岛不仅气温较高，空气相对
湿度也居高不下，让人愈发感觉闷热。气象部
门预测，今起三天，副热带高压依然不太稳定，
我市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有雷阵雨，局部
大雨，市民出门最好带把伞，以免遭雨水突袭。

昨天午间市气象台本站最高气温达到
33.3℃，比前天高了1.4℃，全市有20个气象站
点达到35℃高温线，集美东垵BRT气象站的
最高气温更是升到36.8℃，应验了那句“大暑
小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的闽南民谚。

今起三天，“火神”副热带高压“输出”不稳
定，不过，我市城区最高气温依然维持在
32℃～33℃，岛外内陆地区则更加炎热，市民
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

同时，因为“火神”未能彻底掌控鹭岛，给
了暖湿气流机会，送来大量水汽，我市今起三
天有雷阵雨，午后岛外山区局部可能达到大雨
量级。

昨天下午2时，今年第9号台风“苏拉”在
菲律宾马尼拉北偏东方向约750公里的西北
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

力8级，最大风速18米/秒。从卫星云图上看，
“苏拉”虽然小巧，但环流清晰，所处位置的海
温高，能量充沛，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

不过，最让大家惊讶的是目前预报的“苏
拉”路径：预计它将先向北缓慢移动，而后折向
南，最后再转向北移动。也就是说，在接下来
的几天时间内，“苏拉”会在巴士海峡及菲律宾
吕宋岛东部近海回旋打转“兜圈子”，可能走出
一条怪异的路径。

打转期间，“苏拉”将得到西南季风的水
汽供应，个头也会持续增长。气象专家解释，
一般来说，如果副热带高压较强，台风路径较
容易预测，台风大概率会受副热带高压引导
前行，但“苏拉”被副热带高压包裹，处于其内
部，所以引导其前行的气流较弱，路径就比较
怪异了。

根据预测，29日开始，“苏拉”将向北偏西方
向移动，逐渐向台湾东部沿海靠近，受其外围环
流影响，厦门将出现明显降水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来看，“苏拉”对厦门没
有直接影响，但由于其后续路径尚有一定不确定
性，市民要及时关注台风讯息，做好应对准备。

我市低保标准和特困
人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提高

厦门困难群众
三项保障标准
均居全省首位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徐春燕）昨日，厦门市民政局副局长
林声群接听12345政务热线，介绍
我市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今年
来，我市加大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
度，建立健全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
社会救助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社会救助工作的良好氛围。今年
截至6月份，已累计发放社会救助
资金11948.38万元。

今年来，市民政局推出一系列
有力措施，稳步提高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水平。7月1日起，我市大
幅提升低保标准，从每人每月1005
元提高到1120元。特困人员、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1680元、
2800元。三项标准均居全省首位。

为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子女高等
教育阶段生活费短缺问题，防止因学

“返贫”，市民政局持续开展“爱心厦
门·圆梦助学”公益项目活动，并引导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近三年来，引导发动68个爱心社会
组织和爱心人士认领帮扶困难家庭
学生，为困难家庭学生发放月生活补
贴13822人次、642.394万元。

近年来，我市还不断拓展社会
救助范围，逐步推进专项救助向低
保边缘家庭拓展。其中，家庭成员
纳入医疗救助范围，救助年限额最
高13万元；纳入住房救助范围，符
合条件的可以申请社会保障性租赁
房并享受租金补助，农村可申请危
房改造补助；纳入节日慰问范围，元
旦、春节、国庆、中秋，对低保边缘家
庭每户每年慰问2500元。对于家
庭中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重病
患者、重残对象，可以单独申请纳入
低保，按低保标准全额领取低保金。

此外，为解决群众重特大疾病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由财政全
额资助困难群众购买“惠厦保”（每
人每年129元）。今年来，投入791
万元资助低保、特困、孤儿、残疾人
等61329名困难群众免申即享“惠
厦保”。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救助的覆盖
率和服务效能，今年来，市民政局通
过不断加大对困难群体摸排、巡访
探访力度，全市共排查18883人，主
动实施救助及新纳入保障对象共
1142人。

下一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将
逐步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信息平台，智能筛查易返贫致贫人
员。根据动态监测预警情况，结合
其困难程度和致困原因，早发现、早
干预、早帮扶，并稳步提升低保及低
保边缘家庭等困难群众保障水平。

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缴费基数
上限提高

本报讯（记者 张珺）来自省人
社厅的消息，我省2023年度企业职
工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职工的缴费基数有所调整。

调整后，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职工缴费基数上限从
2022 年度的 19962 元/月，提至
21060元/月执行，缴费基数的下限
没有变化。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方面，
参保职工的缴费基数上限与企业职
工一致，也按21060元/月执行，下
限按4212元/月（下限标准相比于
2022 年的 3992 元/月也有所调整）
执行。

据悉，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
下限的调整，意味着职工参加养老保
险的缴费也会所有提升，而养老保险
缴费金额的提升，待职工退休后享受
的养老金待遇也会有所提高。

从2019年5月1日起，我省采
用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
基数上下限，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
员和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申报
缴费基数低于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60%的，由相关职能
部门按国家减税降费要求和我省实
际，指导参保单位申报，按照国家统
一规定逐步规范；高于300%的，按
300%作为缴费基数。

如何防治职业病
疾控系统高手切磋
本报讯（记者 陈莼）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疾

控系统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更好培养高素质、高
技能的疾控系统职业病防治队伍。8月21日
至8月22日，我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术比赛厦
门市疾控系统职业病防治技术比赛顺利举行并
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由厦门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主办，
厦门市总工会、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厦门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承办。

此次比赛以个人赛和团体赛相结合的形
式，设立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环节。来自全市
6个区的42名职业病防治专业骨干人员参与
了此次比赛。

夏天如何
科学补水？

不少人有边吃饭边喝汤或喝
水的习惯，但也有不少人觉得，这样
对健康非常不好。那么，边吃饭边
喝汤喝水会影响消化吗？不会！市
疾控中心专家给出答案，并为大家
讲解夏天该如何科学补水。

专家表示，吃饭时适量喝汤喝
水都不会影响胃的消化功能，餐前
半小时喝水还有助于控制体重。

喝水没有最佳时间，任何时
间都可以，建议遵循少量多次的原
则。而成人每天应喝 7 杯至 8 杯
水，提倡喝白开水，不喝或少喝含
糖饮料。建议早晨起床后空腹喝
一杯水，因为睡眠时隐性出汗等原
因会损失很多水分，虽然无口渴
感，但体内仍然因缺水而血液黏
稠。睡觉前也可少量喝水，有利于
预防夜间血液黏稠度增加。出汗
较多时可适当补充一些盐水。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药吃完
要少喝水。

含服药：需要通过舌下含服的
药物，服用后30分钟内不宜饮水，
以免影响毛细血管对药物的吸收。

止咳药：服用后 10 分钟内不
宜饮水。

胃肠病药：服用后1小时内尽
量少饮水。

含漱剂：为保证药品在口腔
内维持一定的浓度，用药后不宜
立即饮水。

另外，维生素、助消化药，以
及一些含活性菌类的药物，应该
用凉白开送服。
（本报记者 陈莼 来源 厦门疾控）

同翔高新城开通
5条惠企公交专线
本报讯（记者 袁舒琪）近日，同翔高新城5

条惠企公交专线正式运行，极大地方便了片区
企业员工、学生及居民的出行。

市资源规划局介绍，5条线路中，D790、
D791、D792路公交车衔接林前地铁站，D631、
D632路公交车衔接BRT同安公交场站，通行
班次暂定早、晚各2班次，后期将根据片区运载
情况再行调整。

同翔高新城片区内停靠站点包括新泉站、
蓝天路口站、龙秋站、布塘中路站、六中同安校
区站、陈前路站、郭山路口站、新霞站、5号站
点、9号站点等。其中，5号站点及9号站点暂
未设立站牌，近期拟相继设立。

集美三社变电站
预计11月投产

规划供电集美新城核心区、软
件园三期片区

本报讯（记者 应洁）记者昨日从集美新城
片区指挥部获悉，配套集美新城核心区、软件园
三期片区的重要电力设施——三社变电站正在
进行主设备安装，预计11月投产供电。

据介绍，三社变电站规划供电集美新城核
心区、软件园三期片区，该区域目前主要由
220千伏的李林变电站、英春变电站、锦园变
电站供电。随着集美新城的开发建设，片区企
业不断增多，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大。为满足片
区电力负荷增长的需要，减轻李林变电站、英
春变电站、锦园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三社变电站
启动建设。

三社变电站位于集美新城核心区，项目总
用地面积约86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3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配电装置楼、警卫
室、运维楼、消防泵房（消防水池）等。项目新建
2个240兆伏安的主变、8回220千瓦线路、12
回110千瓦线路。

漳州东环城路全线通车
厦门去漳州主城区北部更便捷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 通讯员 卓

靖顺）近日，由中交二航局施工的漳州东环城路
及其接线工程A1-2合同段顺利通过验收并通
车，宣告漳州东环城路全线通车。因该路段与
厦漳同城大道在象镇互通连接，所以车主从厦
门往漳州主城区北部走该路段更为便捷。

此次通车的工程起于漳州北环城路互通标
头，由北朝南沿云洞岩西麓布设，途经漳华东
路、天宅路、鹤鸣路、檀林路，终点位于跨漳州
迎宾大道高架桥起点处。道路按一级公路兼
城市快速路设计，线路全长2.36km，设计时
速80km，辅路设计时速40km，基本为高架桥
铺设。

记者了解到，漳州市东环城路未通车前，从
厦门到漳州主城区北部，得绕道龙文北路、九龙
大道，该路线全线通车后，可从厦漳同城大道在
象镇互通拐进马洲大桥就可畅通抵达，沿线有
蓝田开发区、云洞岩风景区、西坑村、漳滨村等
地，还北接漳州北环城路。通车后，能够有效缓
解漳州城区向东、向南的通行压力，对推动厦漳
同城化具有积极意义。

集美西滨立交辅道升级
由5米宽单车道变成7米宽双车道

本报讯（通讯员 吴诗泓 记者 林钦圣）近
日，集美区西滨立交（杏林往灌口方向）辅道完
成拓宽改造，原本5米宽的单车道升级为7米
宽的双车道。

市交通局公路中心介绍，西滨立交是连接
集灌路与海翔大道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随着交
通需求的不断增加，该立交桥上下桥处早晚高
峰常出现交通拥堵、匝道溢流、排队较长等问
题，导致片区道路通行率下降。

因此，交通公路部门通过适当缩减原本的
绿化带宽度，对辅道路面进行拓宽改造。施工
现场，工作人员严把技术关，有条不紊地进行挖
除原有土层、清理废土、平整路床、浇筑沥青路
面等一系列道路改造工作。

该辅道拓宽改造工程共铺设硬化路面250
平方米，道路沿线交通运行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新台风不走寻常路
“苏拉”会去哪？不好猜

对厦门暂无直接影响，未来或发展为超强台风

◀忙碌的夏商国
际水产交易中心。
（本组图/本报记
者 张奇辉 摄）

哪些海鲜值得买？
记者带您逛市场

小鱿鱼、金边带鱼，肉质鲜美
斑节虾、梭子蟹，价格回落

本报讯（记者 吴晓菁）伏季休渔结
束已经一周多，出海的渔船陆续带回大
量海鲜。记者昨日走访我市水产批发
市场、渔港码头发现，海产品供应充足，
价格降幅明显，海鲜市场购销两旺。

35艘渔船归港
带回1100吨渔获

8月16日12时，海洋伏季休渔正
式结束。连日来，大小渔船陆续返航，
高崎渔港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昨日14时许，载着满满一船海味
的“闽厦渔运72002”渔船返航，靠泊高
崎渔港。工人们将一筐筐竹甲鱼、鱿
鱼、带鱼等海鲜搬上岸，岸上等候的货
车立即装车离开渔港，送往市场。

“闽厦渔运72002”是一艘收鲜船，
就是专门在渔场收集、运输新鲜渔获的
渔船。“这已经是开渔以来第七次返港
了。”该渔船轮机长李志荣说，自从8月
16日以来，“闽厦渔运72002”每天都
要往返渔场和高崎渔港，平均每趟收鲜
10余吨，最多的一趟有二三十吨。

这边，刚卸完渔获，那边，加冰车抵
达码头。很快，碎冰顺着滑道，滑入“闽
厦渔运72002”的船舱。“加完冰，我们
又要出海，驶向渔场，希望这趟能够满

载而归。”李志荣说。
截至昨日，高崎渔港已有35艘渔

船陆续靠港，约1100吨各种渔获从这
里第一时间运往市场。

量多价低
“虾兵蟹将”受热捧

“红虾怎么卖？”“带鱼一斤多少
钱？”……昨日16时许，夏商国际水产
交易中心D区里人头攒动，一个个摊位
前挤满了购买者。

在东安水产摊位，一辆装满了小鱿
鱼的货车刚刚停下，工人们开始卸货。
这批小鱿鱼来自福州连江，虽然个头不
大，但一个个浑身透着光泽，十分新
鲜。“这些小鱿鱼虽然小，但肉质细嫩、
鲜美，一斤14元至15元，很实惠。”摊
位负责人黄东安说，“自8月16日开渔
以来，销量明显增长，每天可以卖出各
类海捕海鲜超过5万斤，是开渔前的四
五倍。”

地上一筐筐带鱼层层叠叠、通体雪
白，黄东安频频推荐：“这是金边带鱼，
肉质鲜美，香煎或者清蒸都好吃，一斤
才15元，是开渔前价格的三分之一。”

市民郑龙聪拉着小推车前来“进
货”。“我们家人喜欢吃海鲜，今天特意

过来转转，买点海鲜带回去。”金边带鱼
吸引了他的目光，咨询价格后，他决定
多买一点，“我家有冰箱，还有冰柜，可
以冻起来慢慢吃。”

在厦门舟和兴水产产销专业合作
社的摊位，工作人员洪加法正在向市民
陈女士介绍自家的海鲜：“我们是自己
渔船捕捞上来的，品种不多，但很新
鲜。”陈女士详细查看后，把一筐红娘
鱼、鹦哥鱼全部收入囊中。“我就爱吃野
生鱼，开渔了，一定要来扫货。”她还拉
了邻居一起过来，两个人的小推车上装
满了各种海鲜。

夏商国际水产交易中心是厦门最
大的海鲜集散地，不仅供应厦门本地市
民，还远销省内其他地市以及江西省等
地。管理员李剑峰表示，开渔后交易中
心每天的销售量可达720吨至750吨，
海捕类海鲜供应量明显增大，价格回
落，“斑节虾一斤下降了20元至30元，
梭子蟹的价格也很便宜，推荐消费者购
买。”

据悉，目前海鲜要进入夏商国际水
产交易中心均需提前申报，包括进场时
间、渔获的品种及数量；渔获进场后，工
作人员还要随即抽检，确保水产品的供
应安全。

带鱼

红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