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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推窗

望绿、行路见荫、移步易景……绿

色生态福利，将在“家门口”享受

到。昨日是“3·12”植树节，记者

从厦门市市政园林局了解到，绿

色已经成为美丽厦门的底色，今

年厦门将继续按照“一二三”战略

规划和“两高两化”建设部署，持

续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努力

拓展城市园林绿化发展空间，加

快构建绿道体系，推进公园绿地

建设。

据介绍，2023年，厦门计划

完成新建、改造提升城市园林绿

地面积400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100公顷；完成立体绿化24处、绿

道50公里、特色精品公园6个、郊

野公园1平方公里、“口袋公园”

（小游园）24个；完成30条道路小

散乱绿地改造，创建1个省级森

林乡镇、1个省级“互联网+全民

义务植树”基地，并完成城乡建设

品质提升、义务植树等任务。

在城市景观建设方面，厦门

积极推进老城区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更新，加快新城片区主次干道、

公园、社区等公共空间的城市绿

化景观建设。同时，厦门将完善

道路绿化景观标准，塑造“观花识

城”的乡土情怀，营造“一路一树、

一路一景”特色景观，加大立体绿

化建设力度，打造具有厦门特色

的高品质园林绿化景观。

在公园建设方面，厦门除了

加强游园建设，构建“小、多、匀”

的公园体系外，还将针对现有公

园进一步增设健身、儿童游乐等

设施，以完善服务功能、打造精品

公园。

蜿蜒的绿道，是市民茶余饭

后散步、骑行的好去处。今年，厦

门将进一步完善构建城市、城郊、

远郊多层次的绿道体系，将步行、

慢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与

绿道功能有机结合，在绿道中嵌

入慢跑线，并将通过梳理林下空

间、拓宽人行道，完成道路绿化带

整改，营造“舒适、开阔、怡人”的

街区公共空间，让老百姓不仅能

“看到绿”，还能“走进绿”，满足

“养眼、养心又养脚”的需求。

此外，厦门将进一步探索智

慧园林系统建设，积极推动具有

厦门特色的园林绿化规划建设、

养护管理智慧化、信息化系统建

设和应用，构建市区联动的信息

采集、更新、反馈、跟踪监督的管

理平台，打造全市园林绿化行业

管理技术支撑体系，有序指导全

市园林绿化工作。

在“家门口”享受绿色生态福利
今年，厦门拟新增或改造提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400公顷

晨报讯（记者 傅曦颖）

在我国第45个植树节到

来之际，厦门坂头国有

防护林场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昨日上午，全

市35家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近 1000

名志愿者来到坂头林

场，挥锹铲土、扶苗夯

土，种下500多株树木，

为厦门添新绿。

据了解，今年坂头林场义

务植树活动自接受报名登记之

日起，就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

应，共有 200 多家单位的近

5000人报名，突破林场历史最

高纪录。“活动中，我用实际行动

体现了重视环保的责任意识，为

绿化城市、美化环境尽了一份

力。”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志

愿者梅琳说。

2005年开始，厦门坂头国

有防护林场成为厦门市市直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义务

植树基地。2023年，林场规划义

务植树基地总面积333亩，提供

种植苗木2万多株，树种包括枫

香、野鸭椿、无患子、巨紫荆、红

花风铃木、黄花风铃木等。“我们

希望通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增

强群众爱绿护绿的意识，护航厦

门高质量发展。”厦门坂头国有

防护林场场长王桂存表示。

记者了解到，当前，厦门市

正将传统的植树造林，与抚育

管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等多

元化方式相结合，提高广大市

民和企事业单位的义务植树活

动参与度，预计今年全市将完

成义务植树375.1万人次、植树

1237.3万株。

晨报讯（记者 曾雅欣 通讯

员李清洁）为了大力推介山药文

化、打响山药品牌、促进山药产

业发展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强

引擎”，3月 12日，同安区首届

“山药品鉴采摘文化节”在五显

镇三秀山村鑫美园启动。记者了

解到，本次文化节以“山间乡情

药您共享”为主题，设有好物市

集、美食品鉴、主题研学等活动

环节，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购

好物、尝美食、品文化。

山药面线、山药膏、山药枸

杞酒……开幕式上，各色山药制

品纷纷亮相，更有重量达10斤的

本土特色“山药王”出现在众人面

前。现场还邀请10名观众参加削

山药比赛，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活动挺好玩的！第一次见到紫色

的山药，女儿也学习到了很多蔬

菜知识，收获满满。”市民李彩霞

说。

“我们种植山药已有5年，规

模不断扩大，产业模式逐渐成

熟。希望通过文化节，将本土山

药及其衍生品推向市场。”鑫美

园办公室主任唐红玲介绍，今年

鑫美园山药种植面积约50亩，每

亩平均产量达6000斤，主要销

售于各大商超。2021年年底，鑫

美园联合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

究所等科研单位进行了山药产

业链开发和种植技术改良工作，

未来将制作出山药饮料和果冻

等产品。

发展壮大农业产业，既要依

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需要

深耕品牌，谋求可持续发展。据介

绍，近年来，五显镇围绕“一村一

品”产业发展思路，大力发展叶菜

蔬菜种植、果蔬采摘等产业，使特

色、优势种植业成为本土农业发

展的良好渠道，带动了当地乡村

振兴。

本次活动由同安区文化和

旅游局、五显镇人民政府主办，

厦门市鑫美园果蔬专业合作社

承办。

激活乡村振兴“强引擎”
同安首届山药品鉴采摘文化节昨日举行

选手们聚精会神进行削山药比赛。夏海滨摄

坂头林场植树人气旺

志愿者们为厦门添新绿。

记者唐光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