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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海洋预报台

高潮时:03时31分和16时48分

低潮时:10时01分和22时43分

表层水温：19.5℃至22.0℃

厦门岛南部海域

有0.8米至1.3米 轻到中浪

九龙江口海域

有0.5米至1.0米 轻浪

厦门岛西海域

有0.3米至0.6米 小到轻浪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海洋XMHY”

厦门南方海洋

研究中心

12月4日

12月4日白天

○ 今天
阴有阵雨

东北风2级-3级

15℃-19℃

晨报讯（记者 王悦）12月 1

日起，厦门新增13所学校正式对

外开放体育场地设施，以方便周

边居民体育健身。据了解，目前

全市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学校总

数达到157所。从2018年首批

试点学校开放以来，目前共有近

80万名市民在“厦门i健身”平台

注册，累计进校健身人数超500

万人次。

厦门市体育局表示，今年厦

门共投入近500万元用于本年度

计划开放学校的场地改造、硬件

设施设备安装工作。市体育局要

求，新学校在规划时就应充分考

虑向社会开放的要求，同步做好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规划、设

计和建设工作，并在学校投入使

用后研究确定开放工作方案。本

次开放的13所学校中，就有5所

学校为新开办学校。厦门还推动

乡村有条件的学校体育场地对外

开放，今年新增9所乡村学校体

育场地对市民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厦门还在全

国率先允许外地来厦群众、港澳

台同胞、外籍人士预约进校健身，

享受同等公共体育服务，目前在

“厦门i健身”平台注册的港澳台

同胞和外籍人士超过3800人。

此外，为帮助老年朋友进校

健身，各学校均提供适老化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现场帮扶服务、线

上指引服务，形成了55周岁以上

的人群“仅需预约一次即可免预

约入场”的白名单机制。

又有13所学校开放体育场地设施
目前全市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学校总数达到157所

晨报讯（记者 曾昊然）昨

天，由于冷空气影响进一步减

弱，西南暖湿气流逐渐增强，厦

门白天气温稍有回升，午后各站

点最高气温普遍在20℃-23℃，

厦门本站最高气温为21.1℃，夜

晨最低气温则在12℃-15℃。

今天白天，受暖湿气流影

响，厦门天气比较不稳定，有阵

雨“出没”，大家外出请备好雨

具。明天开始到6日，厦门雨止

转晴，气温略有回升。7日-8日

受冷空气影响，市区最低气温将

降至13℃左右，昼夜温差增大，

大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外出时

适当做好防护。9日起，冷空气

影响减弱，厦门气温又将回升。

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推荐大家

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

及环境温度变化适时穿脱衣物，

谨防着凉感冒。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中国气

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宣布，2023年

秋季（9至11月）全国平均气温为

11.3℃，比常年同期偏高1.1℃，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这

意味着，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

“1961年以来的最暖秋季”。

阵雨“出没”备好雨具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体育场。

本次开放体育场地设施的13所学校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厦门市深田小学
◇厦门市演武小学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新亭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宁宝小学
◇厦门市海沧区芸景实验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凤祥校区
◇厦门市翔安区第五实验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翔东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逸夫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火炬实验学校

晨报讯（记者 仇慧亮）见缝

插绿，遍地开花……近日，湖里区

一处口袋公园——海灋园经过升

级改造后焕新归来，可谓“颜值飙

升”。

据悉，海灋园位于金尚路厦

门海事法院西侧，面积约5100平

方米。湖里区市政园林局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绿化景观提升改造

在该公园原有绿地基础上进行提

档升级，配套建设健身步道、休闲

座椅等设施，通过梳理乔木及林

下空间，以“乔木 + 地被（草坪）”

的种植形式，营造一片绿意盎然、

动静结合的休闲空间，为周边市

民提供运动健身、纳凉消遣的场

所，进一步丰富市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园还结

合厦门海事法院相关元素，设计

了以“海商法发展演变”“郑和下

西洋”等为主题的浮雕，让市民游

客在逛园之余了解海商法相关知

识，尽享家门口“普法福利”。

湖里区一口袋公园上新

口袋公园风景秀丽。记者仇慧亮摄

晨报讯（记者 许蔚菡）栉风

沐雨百载行，哲海弄潮涛头立。

自1922年建系以来，厦门大学哲

学学科已跨过百年征程。12月2

日，厦门大学哲学系举行了哲学

学科百年回眸与创新发展大会。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

学院院士张荣教授在现场致辞时

表示，厦门大学哲学学科是学校

传统优势学科之一。早在建校之

初，在陈嘉庚先生的全力支持下，

学校创办了哲学学科，并成立了

哲学系，吸引了张颐、朱谦之、邓

以蜇等一批名师大家来校任教。

一百年来，厦大哲学学科已形成

多个学界知名的、具有厦大特色

的研究方向，多个领域研究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并取得了广泛的

国际影响力。去年，学校经深入

研究，决定对原人文学院进行调

整优化，哲学系成为学校直属教

学科研单位，为厦大哲学新百年

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

之后，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菁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厦大哲学

百年故事。回望厦大哲学百年，

是始终与时代同步，坚持追求真

理，矢志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

百年。20世纪20年代，厦大哲学

学科就有一批进步师生传播马克

思主义，成为闽南地区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开端，为福建省第一个

党支部在厦大诞生奠定了思想基

础。1978年，在国家又一次处于

历史关键时刻，刚复办不久的厦

大哲学系又有一批师生站出来，

发表前瞻性理论文章，助推真理

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成为厦大哲

学历经百年求索而积淀的宝贵精

神财富。

此次大会还特别举行了感念

师恩环节，哲学系优秀学子代表

为与会的离退休教师献上鲜花，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哲学学科发

展的付出和奉献。

当天下午，厦门大学哲学系

还举行“中国式现代化与哲学学

科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和“厦门

大学哲学系杰出系友论坛”，分别

邀请学界嘉宾学者和各届系友深

入分享研究成果与行业经验。

厦大哲学学科迎百岁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