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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仇慧亮）随着

台风“格美”远离，近日，筼筜湖重

点建设项目——筼筜湖南6号排

洪沟改线及周边弯角区优化工程

迅速组织安全复查，有序恢复施

工，预计 2025 年春节前完工

投用。

机器轰鸣，吊机忙碌。昨日，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

们正加紧进行钢浮箱施工等工

作，现场一片火热景象。

据了解，筼筜湖南6号排洪

沟改线及周边弯角区优化工程主

要建设内容包含6号排洪沟改线

工程、放水渠工程和白鹭洲路南

桥护岸优化工程三部分。其中，

南6号排洪沟改线工程主要包括

湖岸改建 181 米、排洪沟改线

124米、新建滨岸带289米、新建

潜堤工程130米及配套陆域恢复

5400平方米；放水渠工程主要包

括新建渠道1座及进出口护砌；

白鹭洲路南桥护岸优化工程包括

新建护岸约68米，配套景观工程

约1040平方米。

据市筼筜湖保护中心项目负

责人介绍，由于天湖路路口、白鹭

洲路南桥桥堤两侧、白鹭洲西公

园下沉式广场等多个区域水动力

情况差，尤其雨天行洪后，漂浮物

及油污会随南6号排洪沟汇入死

水区，长时间难以消散，影响湖区

生态环境。该项目建成后将持续

提升筼筜湖湖区总体水动力，加

速水体交换，降低水质风险。

该负责人还表示，目前，工程

已完成工程场地临时围挡及地面

硬化、苗木迁移、部分湖区钢板桩

打桩等工作，预计2025年春节前

完工投用。

晨报讯（记者 王温萍）7月

30日，福建省首座码头桥吊自动

气象站在厦门港海天码头顺利建

成并投入使用，有关气象要素将

与“丝路海运”气象服务平台实现

实时联通，码头企业、航运公司等

将受益。

该站点安装于海天码头10

号桥吊机房顶部，高度融入码头

前沿的生产环境，可实时采集所

在位置的能见度、风向、风速、温

度、湿度以及气压等气象要素，在

强阵风、强降雨、浓雾等恶劣天气

的应对方面能够发挥显著作用。

该站点的建立不仅是“丝路

海运”朋友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厦门市

气象服务中心精细化、个性化服

务社会经济和港口生产的一个缩

影。厦门市气象局将以此次桥吊

自动气象站的建成为契机，进一

步优化港口气象监测、预报和预

警，打造“远洋导航+近海+港口”

全过程气象服务。

当前，“丝路海运”联盟正积

极推进“丝路海运+气象”工作，

集远洋气象导航、沿海气象监测、

港口气象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丝

路海运全球气象导航综合服务平

台有望于近期正式部署完成。

晨报讯（记者张晓霏通讯

员郭妮妮）日前，集美区高科技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通过竣工

验收。

据了解，该产业园由厦门

农鑫农产品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产业园全面启动智慧工厂

安装和立体化产业链招商，吸

引特色优质企业入驻，标志着

企业开启了以“园区化”带动农

业现代化的新篇章。

该产业园位于集美北大道

与安仁大道交叉口东南处，包

括3栋5层厂房和1栋综合楼，

总投资1.2亿元，于2021年启

动建设。目前，3栋厂房和综合

楼已全部完成内外装修，并通

过整体竣工验收，道路硬化、路

面停车和绿化也基本完成。

记者了解到，厦门农鑫农

产品有限公司是银鹭、安井等

大型食品企业主要原料供应

商。该公司将把总部及技术研

发中心搬迁到产业园，并增设

生产线，实现农产品收购、储

存、运输、保鲜、加工一体化。

晨报讯（记者 陈翠仙）日

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2024年福建省“金牌旅游村”

“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公示名单，

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集美区灌

口镇双岭村、同安区五显镇三秀

山村入选“金牌旅游村”。

古宅村生态优、风光美，自

然和人文景观遍布。近年来，

古宅村先后获得市级文明村、

省级文明村、福建省乡村振兴

试点示范村、千年古村以及省

级“一村一品”专业村等荣誉。

双岭村有一批优质的现代

农业品牌，如禾祥西生态新农

业基地、古樾山庄、龙谷山庄

等，并着力打造集生鲜烧烤、果

蔬采摘、农耕体验、亲子研学等

为一体的田园乡村旅游。

三秀山村是我市最小的行

政村，面积仅0.39平方公里。

三秀山村上新了一批乡村旅游

项目，新投用的特产馆、图书

馆、咖啡馆、玩纸工坊、民宿等，

与原有的休闲慢道、登山步道、

鑫美园、百果园等串联起来，形

成“吃玩住游购”一体的乡村旅

游度假村。

筼筜湖总体水动力将提升
改线优化工程预计明年春节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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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白若雪钟宝
坤）7月29日，以“勇担时代使

命 助力高水平自立自强”为主

题的第38届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在天津圆满落幕。来

自厦门一中的陈泽齐同学在竞

赛中斩获分量最重、含金量最

高的中国科协主席奖。

中国科协主席奖是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设置的最高

奖项，用以奖励大赛中最突出、

最优秀的青少年科技创新项

目。本届大赛有4名选手摘得

中国科协主席奖，他们分别来自

辽宁、上海、福建和捷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赛

中，厦门8支学生参赛队伍全

部获奖，摘得一等奖1项、二等

奖4项、三等奖3项；4个科技

辅导员项目摘得一等奖1项、

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竞赛

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

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和天津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大赛共吸引全国

700 余名青少年和科技辅导

员，以及 60余名国际代表参

赛。412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果竞赛作品和201项科技辅导

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入围

终评。

厦门中学生摘得中国科协主席奖
系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高奖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

就是谋未来。2023年以来，厦门

全面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

程，树立厦门科技创新品牌“苏颂

工程”（即科技创新引领工程），重

大成果项目不断涌现，城市综合

创新实力实现“新跃升”：去年 9

月2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

《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厦

门位列全球“科技集群”第80位、

“科技强度”第81位，较上年分别

提升 11 位、12 位；去年 11 月 22

日，全球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

林格·自然发布《2023自然指数—

科研城市》，其中全球领先科研城

市及都市圈名单显示，厦门自然

指数科研城市排名上升25位，跃

升至全球第38位。

今年年初，厦门正式发布了

《关于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

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若

干措施》，进一步聚焦以科技创新

促进产业创新，发力做大科技创新

资源增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科

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水平，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

此外，厦门将培养未来科技

创新后备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战略，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措施，积极构建充满活力的青少

年科学教育和竞赛体系。厦门全

市高质量推进中小学科学教育改

革创新发展，市科协、市教育局与

市科技局等单位共同组建科学顾

问专家库，构建社会化科普课堂，

打造标准化竞赛体系，成功打造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人

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科普创新实

验暨作品大赛三大系列 52 项青

少年科技品牌赛事。

厦门积极构建青少年科学教育和竞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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筼筜湖上，工人们正开展钢浮箱施工。记者仇慧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