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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陈晓青）初冬

时节，寒意渐浓。昨日下午，记

者来到翔安区新圩镇后行村金

镭果蔬专业合作社，走进占地面

积30多亩的红果丹橘种植园，一

眼望去，一个个色泽金黄、圆润

饱满的红果丹橘挂满枝头，像是

在等市民游客前来观赏、采摘。

“我们这30多亩红果丹橘大

概是今年1月种下的，一两个月

后就陆续开花结小果了。”翔安

区金镭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朱金镭向记者介绍，红果丹橘算

是厦门柑橘类新品种，是他从湖

北农科院引进的。“前期投入100

多万元，引进了10000多株。引

进一株红果丹橘，加运输等费

用，成本大概150元，而普通柑

橘类品种一株成本只要10元左

右。”朱金镭说。

可是，每株种苗成本差这么

多，种植户怎么愿意掏钱尝试

呢？朱金镭说，他当时看重的是

红果丹橘的超长挂果期。“一般

的柑橘只能挂果100多天，而红

果丹橘可以挂果300多天。”在

朱金镭看来，挂果期长，意味着

坠果、烂果率也跟着下降。更让

他惊喜的是，红果丹橘“喜欢”厦

门，不仅长势喜人，口感、甜度甚

至比原产地还好。“北方的红果

丹橘已‘转红’，但甜度不如我们

的。”朱金镭说，前两天他们刚测

试过，目前果实就能达到20%以

上的甜度。

据了解，现在这些红果丹橘

就可以食用了，园方也已开放采

摘，目前每天接待游客约100人

次。但记者了解到，再等20多

天，这些红果丹橘就会完成最后

一次“转色”——由金黄变橘红，

届时橘香将更加浓郁，甜度也更

高。

除了现场采摘，朱金镭还开

拓了新市场。“之前我引种了1万

多株，其中6000多株种在花盆

里，现在当新年盆景销售，寓意

‘大吉大利’。”朱金镭向记者透

露，目前红果丹橘盆景已卖出去

1000多株，还有几百个预订单还

没发货。相较市面一些只适合

观赏、不适合食用的花果盆栽，

红果丹橘算是做到了观赏、食用

兼顾。“买回去可以吃到明年春

节后。”朱金镭自信地说，红果丹

橘能吃能赏，他明年准备再培育

一批。

晨报讯（记者 洪艳艳 通讯

员吴冰冰）12月9日，同安新城

银城智谷举行二期集中签约仪

式。9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智

谷，签约面积超过12000平方

米，涉及研发、制造、建筑、民生

保障等领域。

当天，5名园区企业代表还

受聘成为智谷招商顾问。这是

银城智谷组建的首批专业招商

顾问团队，也是同安新城首个以

园区为单位组建的招商顾问团

队。厦门城投产业公司负责人

魏来表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

银城智谷已转入招商引资为主

的新阶段，“以商招商、链群招

商”将是智谷接下来招商引资的

一个重点方向。

据介绍，银城智谷是同安新

城CBD样板园区，也是厦门市

“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高层

次”建设的产城人融合新型园

区，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总用

地面积达31.1公顷，分为三期

进行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已基

本完成，签约面积约为一期已交

付面积的80%；二期预计2023

年底建成，部分地块已开放招商

签约；三期建设正加速推进，预

计2025年建设完成。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马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发布

消息称，马銮湾智慧科技产业园

集美起步区A7地块已完成招

标，中标单位为中建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本月将完成施工许可证

办理，预计月底即开始动工。

据悉，该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2.8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7.26万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

为科研用地和配套零售商业用

地。项目建成后，马銮湾将出现

一个把生态与科技充分融合的

“滨水地标园区”。

马銮湾新城片区指挥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马銮湾智慧科技

产业园集美起步区作为软件园

三期拓展区，将重点发展软件产

业、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等产

业。园区规划涵盖研发办公、科

技总部、孵化加速服务平台以及

新基建产业等，投入使用后将与

软件园三期、火炬高新区现有产

业形成互补发展的局面。

探寻传承千年“为民治世”力量
两大“烫金IP”文化节合办，同安区打造文化交流新高地

黄金果满枝 食赏两相宜
翔安区新圩镇后行村30多亩红果丹橘静待市民采摘

滨水地标园区即将开工

银城智谷二期集中签约

晨报记者林燕萍通讯员黄静怡

12月10日上午，以“历史自

信与守正创新”为主题，第十一届

厦门（同安）苏颂国际文化节暨第

七届厦门（同安）朱子国际文化节

在同安旧县衙拉开帷幕。200余

名专家学者、嘉宾代表以及市民

游客齐聚首，通过“线上+线下”

的方式，共同探寻与传承苏颂和

朱子（朱熹）文化中跨越千年的

“为民治世”力量。

本次活动由厦门市委宣传

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

导，同安区委宣传部、同安区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办。

串珠成链
提升同安文化影响力

穿越千年历史，苏颂和朱熹

精神历久弥新。本次活动在展示

海内外专家学者发来的一封封贺

词中盛大启幕。

据了解，北宋一代贤相苏颂

祖籍同安，他为官耿介，政绩颇

著，在天文、机械、药物、外交、文

学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其创

制的“水运仪象台”号称“时钟之

祖”。南宋大儒朱熹在同安主簿

任上，兴教育、启民智，让古同安

成为闻名遐迩的“海滨邹鲁”。

多年来，作为厦门文化原点、

闽南文化发祥地和闽学文化源

头，同安秉持着文化自信与历史

自觉，深入挖掘苏颂与朱子文化，

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打造了苏颂

国际文化节和朱子国际文化节两

大“烫金IP”，不断提升同安文化

品牌影响力，并推动资源优势向

发展优势转变。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同安

首次将苏颂、朱子两大国际文化

节庆活动合并举办。同安区社科

联秘书长陈曼璐介绍，目前同安

区已连续举办了10届苏颂国际

文化节和6届朱子国际文化节，

影响日益广泛。此次两大“烫金

IP”文化节的合办，有利于同安将

历史文化资源串点成线、串珠成

链、串联古今，多维展示闽学源头

文化特色的新探索与新举措。

深入挖掘
续写古城文化新篇章

为了深入挖掘同安古文化，

留住同安文化印记，此次活动设

置了“专业发布、高峰论坛、文化

产品建设”三大板块。

开幕式上，主办方为全国首

创的文库实体“同安文库”、收藏

闽南生活老物件的闽台民俗文化

展示馆、共享民间谱牒资源的海

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揭牌，

进一步擦亮厦门城市文化底色。

主办方还举行了《咱厝的乡音，咱

厝的腔调》新书发布仪式，并为同

安苏颂本草园基地授牌。

以古励今，以史育人。当天

下午，广西艺术学院教授孙桂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

特级教师束景南，集美大学马列

学院教授、原院长肖仕平，暨南大

学文学院副院长王京州等专家学

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从国家视角、艺术视角、生活视

角、人文视角，对苏颂与朱子文化

内涵展开研讨。此外，为进一步

挖掘同安古文化，昨日，厦门（同

安）家风家谱展暨家风家谱研讨

会也在同安旧县衙举行。

同安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站

在党的二十大的新起点上，同安

将始终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持续

完善“闽学源头”“宰相故里”“提

督摇篮”等论述，系统梳理“古同

安，今厦门”历史文化脉络，有机

融合同安的“古”与厦门的“新”，

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着力打造文

化交流新高地，奋力续写千年古

城文化新篇章，有力推动同安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创意化传播。

朱金镭介绍能吃能赏的红果丹橘。记者陈晓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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