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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晨报记者叶子申谢晓婉

海浪拍打沙滩，白鹭翱翔于

碧海蓝天。在海沧大桥西段下

方，有一座安静却充满生机的海

岛——火烧屿，常年都会有数十

只中华白海豚栖息于其周边海

域，玩闹嬉戏。

“看，出来了，太漂亮了！”近

日，伴随着阵阵欢呼声，一道白

色的身影跃出水面，在半空划出

美丽的弧线，露出了标志性的

微笑。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水上大

熊猫”，是国家一级水生野生保

护动物。而厦门则是全国唯一

一座可以在城区海域观赏到中

华白海豚的城市。天高海阔之

际，它们时常三五成群、拖家带

口、腾空飞跃、潜入海中……

中华白海豚生性活泼，喜欢

栖息在亚热带海区的河口，咸淡

水交汇水域。由于活动范围与

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叠，城市发

展建设、渔业捕捞、海上航运及

意外搁浅等因素，都有可能让中

华白海豚种群受到威胁。而在

城市中心位置能够看到中华白

海豚，足以说明厦门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成果显著。

近段时间，在海边游玩的市

民游客常常能看到它们畅游在

厦门湾的碧波之中。在双子塔

上班的周女士说，看白海豚出

没，是自己的上班“福利”。周女

士说，白海豚特别漂亮，尤其是

晴天，白色的海豚在碧海蓝天中

十分显眼。“有一次，一位初到厦

门旅游的客人，遇到成群的白海

豚出动，十分激动，第二天又过

来‘求偶遇’。”

据了解，目前中华白海豚在

厦门海域种群数量已稳定在近

80头，因此，在厦门海域看到白

海豚的几率要比以往高很多。

“快看，船的左侧！”1月24

日下午，前往火烧屿中华白海豚

救护繁育基地的途中，不少游客

也邂逅了这群海上精灵。只见

粉色的“老年”白海豚、白色的

“青壮年”白海豚和灰色的“少

年”白海豚“祖孙三代”不时跃出

水面，引得众人阵阵欢呼。

而在1月 18日上午9时左

右，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三大队执法快艇正在厦门港

附近海域执行巡查任务时，也发

现有多只中华白海豚跃出海

面。为此，船艇指挥员下令降低

航速，与白海豚保持一定距离，

避免打扰它们的“冬泳”活动。

此外，近期，厦门大屿岛白

鹭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厦门中

华白海豚文昌鱼自然保护区事

务中心）的智慧监测监控系统，

曾多次监测到中华白海豚在厦

门湾觅食等活动影像。在监控

影像里，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

有的在成群结队“冬泳”，有的在

海上跳跃。

保护区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说，今年1月，他们在海上巡航时

发现，在鸡屿岛、鹭江道、东渡海

域遇见的中华白海豚身影逐渐

增多，少则一头，多则七八头在

内港觅食。他们说，这个现象，

很符合厦门湾中华白海豚冬季

多在西海域避风过冬习性。

白海豚频现 奏响人与自然和谐曲
厦门海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显著

留住海上的“微笑”
厦门海域常年可见中华白

海豚活动，这得益于厦门海域渔

业资源养护的积极成效和持续

向好的海洋环境，给中华白海豚

提供了良好“安家”条件。特别

是近几年来，时常能看到中华白

海豚成群结队畅游嬉戏的动人

景象，这一情形，成为厦门海洋

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

几十年的坚守，换得清水护

岸、白海豚畅游厦门湾的美好画

面；久久为功的海域治理，奏响

“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近年

来，厦门通过完善立法、建设保

护区智能监管系统、跨区域协同

管理等方式，建立了以中华白海

豚、文昌鱼等为主要保护对象的

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厦门海域水生生物种群

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厦

门市民和游客分享他们在岸边和

渡轮上看到中华白海豚身影的经

历。一名市民写道：“希望‘海上

大熊猫’成为我们身边的常客。”

的确，让更多人懂得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

性，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工作，是我们这座城

市的期望。而留住海上的“微

笑”，不断厚植厦门高质量发展的

生态底色，也是我们的坚持所在。

厦门海域频现中华白海豚。

厦门市图书馆发布2023年度阅读大数据报告

创新高！全年外借文献654.78万册
晨报记者张玲玲

昨日，厦门市图书馆发布了

2023年度阅读大数据，亮眼的数

据是厦门人爱阅读的“成绩单”。

2023年市图总流通399.4万人次，

同比增长72.8%，电子文献借阅

538.14万册次，外借文献654.78

万册，同比增长7%，创历史新高，

新增办证量5.9万余本。此外，市

图书馆组织读者活动1063场，同

比增长18.9%；参与人次92.86万，

同比增长16.6%。

这些书最受读者欢迎
在图书借阅排行榜中，文学

类图书《平凡的世界》《活着》《人

世间》《三体漫画》《人生海海》位

列前五名；少儿文献借阅榜中《七

天七夜》《舒克贝塔动画故事书》

《北京寻宝记》《忠诚的流浪狗》

《白雪公主小剧团》排名前五；自

然科学图书借阅榜中《半小时漫

画科学史》《也许你该找个人聊

聊》《小家，越住越大》《半小时漫

画宇宙大爆炸》《半小时漫画预防

常见病》排名前五；社科图书借阅

榜中《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被讨厌的勇气》《薛兆丰经济学

讲义》《明朝那些事儿·第壹部·洪

武大帝》《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

帝》位列前五。

而在电子图书借阅榜中，《秋

园》《我是猫》《你的孤独，虽败犹

荣》《水浒传》和《父亲》排名前五。

她是全市“借阅状元”
1893册，平均每天5本，成为

全市“借阅状元”！市民王维婷得

知这个消息时也意想不到，她说

没想到自己一年竟然借阅了这么

多本书。

王维婷是厦门市康城小学

的语文老师，她说借阅的书籍大

多数是为孩子借的绘本和故事

书，因为内容比较短，所以数量

比较多。

她的儿子今年8岁，读小学二

年级。对于培养孩子的阅读习

惯，王维婷十分感慨，她说她的儿

子从3岁开始在图书馆看书，5年

来，孩子不仅语言表达能力突出，

时常还会引用一些生僻的成语，

而语文成绩更是在年段拔尖，更

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自我学习能

力。如今，他们也养成了每周六

下午固定去图书馆看书的习惯。

龙年春节，厦门市图书馆为

市民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

活动，春节文化活动从除夕一直

延续到正月十五，分为“文化惠民

迎新春”、“传统民俗过大年”和

“亲子活动享年趣”三大板块。

其中“文化惠民迎新春”板块

有10个活动，如“祥龙献瑞，阅见

好礼”，大年初一，市图邀请读者

身穿拜年服到集美新城馆区“龙

年主题墙”前拍照打卡，上传照片

后将有机会获得“龙年超大红

包”、文创产品等新春好礼；“传统

民俗过大年”板块有8个活动，如

大年初二、初三，集美新城馆区组

织新春游园会，包括新年民俗体

验、非遗手工体验、阅读推广活动

等。而“亲子活动享年趣”，以“我

们的节日”为主题，推出系列互动

性强的活动。

市图推出丰富春节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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