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政务热线服务中心

通 告
经市政府办公厅同意，本周市12345

政务热线电话接听专题安排如下：
9月12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

由湖里区人民政府领导介绍口袋公园建
设规划。

9月14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
由海沧区人民政府领导介绍海沧区人才
引进政策。

欢迎市民、企业人士届时就以上专题
向市12345政务热线电话咨询、提出意见
和建议。

厦门市政务热线服务中心
2023年9月11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通 告
2023年9月13日（周三）上午9：00－

10：00，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领导做
客厦门市人民政府网，解读《厦门市存量
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

欢迎市民、企业人士登录 www.xm.
gov.cn“在线访谈”栏目踊跃提问，积极参
与,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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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混合双打D组的郑秀娜与连敏是对“夫妻

档”，他们已年近65岁，是忠实的羽毛球运动
爱好者，成为羽毛球搭档已有十几年。他们从
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办赛之初，就作为
搭档参赛，“以前只能现场报名，现在动动手指
在手机上就可以报名了，非常方便。”在参赛期
间，他们经常交流参赛心得，总结经验，这也成
了他们夫妻感情的“调味剂”。郑秀娜表示，只
要自己身体允许，她会一直报名参与全民健身
运动会羽毛球比赛，她也将这项爱好传承给自
己的孙女。“我们全家都很热爱羽毛球这项运
动。”郑秀娜笑着说道。

首次参赛的市民王小姐表示，今年厦门市
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比赛现场氛围很好，从
报名、检录到比赛结束的全过程都很顺畅。

“比赛给我们这样的羽毛球业余爱好者搭建了
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王小姐说，此次参
赛让她收获满满，接下来她将不断总结自己在
比赛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在明年的比赛中可以
做得更好。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羽
毛球比赛参赛人数创历届之最，这也是截至目
前，参与人数最多的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标杆赛
项目。主办方表示，我市羽毛球氛围浓厚，群
众竞技水平高，这也是得益于市全民健身运动
会羽毛球比赛等赛事的每
年举办。市体育局在总结
每年全民健身办赛经验的
基础上，不断优化赛事服
务、确保赛事安全、提升市
民参赛体验，使市全民健身
运动会不断满足老百姓日
益多元化的参赛需求，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良性发展。

本报讯（记者 林岑）日前，海沧区文化中
心举办主题邮展。

本次展览包含“光辉历程，神舟飞船，中国
名画，京剧，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斗百
年路启航新征程”等8个主题，共展出42框
640片邮集。

本次展览时间为9月8日-12日，为期五
天，活动现场不仅有主题邮票展览、《邮票图说
二十大》专题讲座、主题纪念封发放，还有加盖
纪念戳、邮品实寄、有奖问答等活动。

主题展览
带您感受邮票魅力

市民正在参观邮展。（海沧区 供图）

本报讯（文/图 记者 朱道衡）日前，“友好
世遗·美美与共——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摄影
展”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西寺开展，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欣赏，进一步深化厦门
市—吉木萨尔县“文化润疆”工程，续写北庭故
城与鼓浪屿“友好世界文化遗产地（点）”合作
篇章。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精选了50件展示
鼓浪屿百年发展成就的摄影作品，宣传推广鼓
浪屿绮丽的自然人文景观、多元的历史社区风
貌，让更多人深入了解世界遗产地丰富多彩的
魅力，感受其无法替代的精神财富。同时，本
次摄影展以光影为媒，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双
城间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鼓浪屿摄影展
开进新疆吉木萨尔

鼓浪屿摄影展在新疆举办。

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你看这颗火龙果的重量在
一斤左右，属于大果，撕开薄薄的
果皮可以预测到果肉口感甜蜜多
汁……”眼下，正是火龙果成熟采
摘、大批量上市的季节，火龙果种
植户陈英杰夫妇正在忙碌。

今年是陈英杰家种植火龙果
的第三年，他们的火龙果大棚有
1.5亩地，种植着1000余株火龙
果树。“我家的火龙果不仅成活率
高，产量也不错，尤其是今年更是
大丰收。”陈英杰颇引以为傲，从5
月底开始采摘火龙果到现在，一
茬接着一茬熟，目前已经是第七
批成熟的果子了，依然“卖相”不
错，每颗火龙果基本上都有一斤
多，市场上八两以上的火龙果就
算优果了。

“如果不是今年多雨水，我们
的果子可能还会结得更好！”陈秀
娟和记者算了算，预估今年的总
产量将有一万多斤，收入可能达
到四万元左右。因为品质过关，
陈英杰和妻子种植的火龙果在收
购市场上一斤可以卖到四元左
右，如果是零售，价格相应会更高
一些。

陈英杰和妻子一边介绍着，
一边领着记者往他们家的方向
走。原来，他们从火龙果园步行
三分钟左右就能到家。一进入家
门，蔬果称重机、篮子被放在客厅
的显眼位置处。

“火龙果采摘季，游客闲逛到
我们果园，看到我们家的火龙果
结得好，经常会主动寻来购买。”

陈英杰解释说，一回生两回熟，他
们现在的火龙果基本上都是卖给
熟客了，因此家里也配备了称重
的工具。

陈秀娟笑言，他们家一直以
来是以种植胡萝卜为主，3年前，
机缘巧合下，经由村干部介绍，便
加入种植火龙果的行列。“当然是
向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取经’啦，
不过更多的还是得靠自己研究，
慢慢尝试。”陈英杰举例说，火龙
果快成熟的时候，我们得先用塑
料袋把果子一个个包起来，等差
不多15天果子成熟之后，再将塑
料袋一一取下。

“这样做的效果可谓是立竿
见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虫害，
还能将想来觅食的鸟儿‘拒之门
外’。”儿子陈伟凡补充说，有时候
父亲遇到一些种植方面的难题，也
会让他通过网络查找相应的解决
方法。因为用心照料，作为火龙果
种植的新人，他们夫妻俩种植的果
子竟在大宅“首届火龙果果王果后
争霸赛”中突出重围，获得“果王”

“果后”双料大奖。“既惊喜又意
外！”在陈英杰看来，这都是一家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此，陈秀娟也颇为认同。
她说，儿子大学毕业返回家乡工
作，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更有奔
头。多年来，火龙果在大宅社区
生根开花，采摘高峰期，大宅社区
每天都有十万斤火龙果发往全国
各地，这也是陈英杰和陈秀娟夫
妻俩引以为傲的事情，用他们的
话说：“火龙果让生活更有希
望！”

选手在比赛现场选手在比赛现场
激情挥拍激情挥拍。。

扫二维码
查询比赛成绩。

秋来瓜果香 农家喜悦长
本报记者走进两个果农家庭，倾听他们的收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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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洪求龙，厦门皇蓝旺果蔬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妻子杨薇；父亲洪金镖；母亲洪腰

●地址 同安区凤南路
●心愿 希望自己成为一粒种子，在乡村振兴的广

阔天地，种下现代农业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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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陈英杰，50岁，翔安火龙果种植户；妻子陈
秀娟，49岁，翔安火龙果种植户；儿子陈伟凡，24岁。

●地址 翔安大宅社区
●心愿 希望火龙果的收成越来越好，早日退休去外面

的世界看看。

关键词

耐心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近日是厦门“凤梨穗”龙眼和翔安火龙果收成的时
节。在这瓜果飘香的日子，本报记者对话两个果农家庭，听听他们的创业
故事，分享他们丰收的喜悦。

文/本报记者 张玉榕 实习生
金璨 图/本报记者 张江毅

龙眼加工场内，八台烘干炉
全部满负荷运行，现场散发出一
股闷热的气息，满头大汗的洪求
龙，穿梭在龙眼堆中，紧盯着工人
们的加工进度。他拍了拍身上的
灰尘，带着记者来到了工厂休息
室——今年，种植的“凤梨穗”龙
眼大丰收，全家人都在这里忙碌，
工厂也成了临时的家。

“尝尝我们家种植的‘凤梨
穗’龙眼。”妻子杨薇热情地提来
数串金黄色龙眼鲜果，这些龙眼
果肉饱满，十分甜蜜。洪求龙自
豪感满满地介绍道：“这叫‘凤梨
穗’，不仅有凤梨的香甜口感，还
一穗穗抱团结果……”

提起“凤梨穗”龙眼，洪求龙
滔滔不绝，算是个老到的果农。
然而10年前他还是个门外汉，大
学毕业后入职海沧一家LED照
明企业任采购部经理，热爱机车，
闲暇之余经常骑行，感受“速度与
激情”，他也没想到工作一年后自
己转行当了新农人。洪求龙憨憨
地解释道：“还不是因为当时坐在
办公室的生活枯燥乏味，让我忍
受不了，所以我决定回家务农，时
间更自由，赚到的钱也更多一
点。”

儿子这番话让父亲洪金镖一
下子来了劲，“我们老两口和龙眼
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我当初希
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能有份稳定的
工作，所以当他说想回来帮忙时，
我心里还在嘀咕着：大学生回来
务农干什么？”令洪金镖没想到的

是，儿子回来帮忙后，家里收入竟
然增加了三分之一。

母亲洪腰转身指了指厂里的
桂圆干说道，“现在多好啊！儿子
来帮忙后，我们接了很多单子，不
仅改进了自己农场的鲜果加工，
而且还能帮其他农户代加工鲜
果，儿子给我们家生意带来的变
化太大了。”洪金镖也笑着补充
道：“孩子他妈说得没错！”

杨薇看着丈夫，眼里满是敬
佩：“去年老公通过微信卖出的龙
眼鲜果就有三四千公斤。”杨薇和
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们都
辞掉了工作，投身果园，她见证了
丈夫的一路成长蜕变。杨薇说，
以前丈夫的朋友圈经常发机车照
片，现在他的朋友圈满是龙眼。
到了丰收季，丈夫更是每天六点
多就起床，上午去果园，下午去加
工厂帮忙，晚上还要处理订单，有
时候回到家已经晚上11点多，但
他任劳任怨。

“而我作为妻子，当然要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咯！负责在家带
娃，必要时就在店里给龙眼打包
装箱。”杨薇和洪求龙相视一笑。
在一家人的分工协作下，生意越
来越好，种植的果树品种也越来
越多，除龙眼外，还有荔枝、芒果
等。在洪求龙看来，打造鲜果产
业链还离不开一二三产的融合发
展：“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种
鲜果到加工鲜果的两产融合，下
一步我们将利用农场天然的地理
条件开发观光休闲旅游项目，推
动三产尽快落地。”

本报记者张玉榕（左1）采访洪求龙（左3）一家。 陈英杰（左1）和陈秀娟（右1）采摘火龙果，儿子陈伟凡（左2）给本报记者杨霞瑜介绍情况。

近百幅作品
纪念弘一大师

本报讯（记者 陈冬）9日，厦门市李叔同文
化研究会揭牌成立，同时，“纪念李叔同弘一大
师入闽95周年书画展”在红顶美术馆开展。

“纪念李叔同弘一大师入闽95周年书画
展”将持续一个月左右，展出近百幅作品，主要
是研习“弘体”书法的爱好者和社会各界表达
对弘一法师敬仰之情的书法作品和部分画作，
市民可免费参观。

厦门市李叔同文化研究会会长陈秋波说，
95年前，李叔同来到厦门，在厦门居住了1350
天。厦门市李叔同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旨在进
一步总结、提升、研究李叔同的文化理念、高
尚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缅怀李叔同为中
国传统文化做出的贡献。

文/海西晨报记者 王潮元
图/陈理杰 摄
9日晚，经过3个比赛日

的激情挥拍，厦门市第二十一
届运动会群众部暨2023年厦
门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
比赛在市体育中心综合馆羽
毛球场圆满收官。

最后一个比赛日，羽毛球
与球拍的碰撞声、观众的喝彩
声不断从现场传出，选手们高
水平的精彩表现，将比赛氛围
推向高潮。最终，各组别的前
八名依次产生。

本次比赛由厦门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市体育
总会承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市羽毛球协会协办，海西晨报
社、厦门体育产业集团赛事运
营有限公司运营，由省体彩公
益金提供资金支持。

9日晚，参赛选手郑宏鹏和陈贤明之间上
演了男子单打B组决赛的巅峰对决。比赛开
局阶段，一番激烈的拉锯战之下，两人的比分
交替上升，双方你来我往，频频出现势大力沉
的扣杀，引得观众连连赞叹，郑宏鹏15比14陈
贤明结束了上半场。比赛来到下半场，郑宏鹏
改变战术，开始不断使用拉吊突击的进攻战
术，试图迫使对手在大范围的移动中回球质量
下降，同时消耗对手的体力，双方一度战至21
比21。此后，陈贤明似乎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频繁失误送分。郑宏鹏抓住机会，继续加快比
赛节奏，接连突击得手，用一波猛烈的进攻顺
势拉开分差，这也彻底打乱对方的节奏。最终
郑宏鹏以30比23拿下了男子单打B组决赛的

冠军。
“决赛还是赢在体能分配和比赛经验上

吧。”郑宏鹏赛后告诉记者，由于对手年龄比
他小，自己体能不占优，因此他只能通过战术
消耗对手体能，将对方带入自己的节奏。现
年33岁的郑宏鹏在8岁时进入南安国专小学
的南安少体校训练基地，开始学打羽毛球，至
今已有25年的羽毛球运动经历。“羽毛球让
我养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学会如
何与挫折相处，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郑宏鹏曾前后多次参加厦门市全民健身运动
会，今年他蝉联了男子单打B组的冠军。“感
觉今年的参赛运动员更多，大家的水平也更
高了。”郑宏鹏补充道。

全民健身 高水平竞技

谁羽
争锋

厦门市全民健身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圆满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