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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阴，局部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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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到多云，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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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陈翠仙

“五一”假期还有几天才能

来到，但文旅从业者已提前感受

到假期的火热气息。记者昨日

了解到，在线旅游平台上，与厦

门相关的旅游产品预订火爆，厦

门不少酒店、民俗民宿已经满

房。各大景区也纷纷推出丰富

多彩的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节日

增加喜庆的氛围。

平台：
产品预订量超2019年

日前，携程发布的《2023年

五一假期旅游预测报告》显示，

携程平台的“五一”文旅产品订

单量超2019年同期，其中厦门相

关文旅产品预订火爆。截至4月

18日，携程平台上“五一”期间以

厦门为目的地的产品预订量占

长线产品中的76%，长线游订单

同比2022年增长22倍。

携程大交通市场搜索指数

显示，截至昨日，2023年“五一”

假期的境内机票搜索热度是

2019年同期的1.1倍。住宿行业

火爆程度更远超预期，“五一”境

内酒店市场搜索热度已达2022

年“五一”同期 9 倍以上，相较

2019 年“五一”同期也增长近

200%。

景区：
惊喜活动等您来参与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游玩

体验，厦门各大景区纷纷公布

“五一”假期相关活动。

记者了解到，即日起至5月3

日，鼓浪屿邀请市民游客一起读

诗，主办方将为市民游客发放一

批诗歌卡片以及打卡地图，邀请

游客前往菽庄花园、钢琴码头、最

美转角等诗歌打卡点触摸诗意厦

门的浪漫。厦门灵玲马戏城将有

25只火烈鸟与游客见面，还准备

了火烈鸟系列演出。集美三影堂

摄影艺术中心则集结30多家商

家，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夏日集市

派对。厦门方特梦幻王国全新升

级，园区连放五天烟花，开启浪漫

假日。闽南戏曲艺术中心将带来

新编粤剧《白蛇传·情》，带您沉浸

式感受动人故事。

厦门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

动将于近日陆续公布，感兴趣的

市民朋友可关注各大景区微信

公众号或相关旅游平台了解。

太火爆了！厦门游“五一”迎高峰

晨报讯（记者曾昊然）昨天，

厦门天气以多云到阴天为主，白

天最高气温普遍在24℃-27℃，

其 中 厦 门 本 站 最 高 气 温 为

24.9℃，还是比较舒适的；夜晨最

低气温在17℃-19℃，体感较为

清凉。

今明两天，厦门最高气温都

维持在25℃左右，天气不冷不

热，但因水汽条件比较好，可能

有阵雨“偷袭”。到了26日，新一

轮冷空气来袭，预计会影响厦门

到27日，届时厦门又将出现降

温、降水及大风天气，最高气温

将跌至22℃。28日-29日，由于

冷空气减弱，厦门气温有所回

升，其中最高气温将回升至

28℃。30日开始，冷空气再度来

袭，气温还会回落。在此提醒大

家，最近冷暖空气交汇频繁，气

温起伏大，请关注天气预报，及

时增减衣物，以防着凉感冒。

不冷不热 防阵雨“偷袭”

晨报讯（记者 仇慧亮）“五

一”期间，市园林植物园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在西山园，主题为“花漾鹭

岛，‘境’彩厦门”的第二届厦门

市花境大赛将火热启动，31组

花境精品集中展示，景观丰富，

新优植物品种众多，还有宫粉

羊蹄甲、柳叶马鞭草和花菱草

花海竞相怒放；“野趣潮玩”嘉

年华汇聚了时下热门的“潮流

音乐”“潮玩运动”“时尚美食”

“市集野餐”以及现场互动潮玩

活动，并设置了30个美食文创

市集摊位；百花厅内，“锦叶荧

星”天南星科植物展将设置五

大主题展馆，多角度、多层次展

示天南星科植物所蕴含的艺术

美和人文内涵；花卉园里，草本

花卉专题展甄选新几内亚凤

仙、超级海棠、金鱼草等时令草

本花卉，繁花似锦。

为保障节日期间园区游览

安全有序，“五一”期间（4月29

日至5月3日），市园林植物园门

票和多肉植物区将采取预约限

流措施。4月26日20时起，游

客可提前48小时，通过“厦门植

物园”票务公众号或“厦门旅游

集散服务中心”公众号及相关合

作平台，实名预约门票。预约成

功后，游客可凭预约二维码或本

人身份证验证入园。

预约时间分上午下午各 2

个时段，每个时段开放900个游

览名额。享免票优惠、持有效期

限内厦门市旅游年卡、户外运动

卡及当日派团旅行社团队等三

类人群，可凭借有效证件或凭证

入园。

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

间，市园林植物园景交车除常规

线外，还将增开“西山园直达快

线”，中途不停车上下客。

植物园：主题活动丰富 需提前两天预约

西山园内宫粉羊蹄甲争奇斗艳。记者陈理杰摄

晨报记者仇慧亮

樱花散尽挂红桃，粒粒玉珠

满树梢。又到一年一度樱桃季，

近日，厦门市园林植物园南山门

附近樱花谷内漫山樱桃树结出颗

颗樱桃，部分早已披上“红衣”，还

有部分红绿相间等待成熟，看上

去玲珑剔透，分外可爱。此外，在

南湖公园内，也有市民发现有不

少“红樱桃”挂满枝头，它们或红

得通透或紫得诱人，吸引不少市

民游客“打卡”留念。

这样的樱桃可以采摘食用

吗？它与平常在市场上买到的樱

桃又有什么区别呢？为此，记者

请教了相关专家。

观赏用樱桃不推荐食用
近日，记者走进樱花谷，一眼

望去，漫山葱茏，上百株樱桃树错

综排列，樱桃一串串、一簇簇挂满

枝头，远远还能闻到樱桃散发的

独特芳香。厦门市园林植物园高

级工程师蔡长福介绍，樱花谷内

的樱桃树大部分属于福建山樱

花，也称钟花樱桃，是观赏价值很

高的园林景观树种。它的果实好

看，但尝起来较苦涩，不推荐

食用。

南湖公园工作人员则表示，

南湖公园内种植的樱花属于广州

樱，只作为绿化装饰使用，果实不

能食用，建议市民不要随意采摘。

据了解，樱桃是蔷薇科、李

属、樱亚属植物，其中樱亚属中有

近200个物种，但果实可以作为

水果食用的大概只有三四种，樱

桃便是其一。一说起樱桃，人们

都觉得是昂贵的“进口水果”，但

无论从物种本身还是文化层面，

其实樱桃都是土生土长、底蕴深

厚的“中华佳果”。据记载，从先

秦开始，樱桃便为人们所喜爱，但

因其不耐寒、不耐热，无法广泛栽

培，且果实皮薄多汁、不耐储运，

导致其逐渐“销声匿迹”。

市场最常见“欧洲甜樱桃”
那么，各地售卖的“樱桃”，又

是“何方神圣”呢？记者了解到，

如今市场上最常见的樱桃，都来

自一个名叫“欧洲甜樱桃”的物

种，它原产于欧洲，清代晚期引种

到中国。当前，市场常见果皮深

红发紫的樱桃由于个大味甜，人

们也叫它“大樱桃”，或用英文

“cherry”音译的“车厘子”来称

呼它。

此外，还有一种专门用于蛋

糕甜品装饰的樱桃，这种樱桃是

欧洲甜樱桃的近亲，名叫“欧洲酸

樱桃”。

樱桃红了！但不可乱摘贪吃

市园林植物园樱花谷内的樱桃晶莹剔透，分外可爱。记者陈理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