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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平潭小练岛东北侧海域，巨大
的白色风机矗立在浪花之中。一艘小船上，
技术人员林兆彬操作着电磁场强度分析仪，
实时记录水下噪声、电场和磁场强度。“咱们
的项目前期主要研究风机海缆产生的电磁
变化对鱼类的影响。若噪声过大，可能会对
鱼苗的生长产生不利因素，需要根据相关数
据提前对装备进行调整。”林兆彬说。

林兆彬所说的项目，指的是风渔融合海
工智能装备试验基地项目。

去年 10 月，该项目正式签约落地平潭，
计划利用全国首个海上分散式风电项目——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照明工程分散式风
电项目 4 号风电机，以及其周边的海洋环境

条件，开展风电与智慧渔业融合养殖试验与
研究，内容包括海域调研、智慧养殖等，一期
预计投入研发费用 2000 万元。目前，项目已
结束前期勘测，正转入工程启动阶段。

记者了解到，上述项目位于世界三大风
口海域之一的平潭海峡，受“狭管效应”影
响，这里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是开展风渔
融合测试的绝佳场所。

“我们计划在这片海域建设风渔融合立
体养殖平台，基于海上风电渔业养殖系统，
综合应用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打造养殖装备平台、智慧
养殖信息化平台等，实现智能化、无人化深
海养殖，预计 6 月底进行水下网箱安装。”项

目建设单位、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华
南区域高级开发经理翁建锋告诉记者。

“渔业养殖向深海挺进，是必然趋势。”翁
建锋介绍，早在项目立项之初，就引进“水上风
电场+水下养殖场”的创新理念，可以实现“平
台结构、海洋空间、运营功能”多空间多层次共
用，打造绿能智慧深远海渔业养殖产业体系，
为探索“风电+养殖”可行性提供参考依据。

在深水海域中，风浪对于网箱养殖设备
的影响尤为明显。倘若遇到大风大浪怎么办？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特别开发了单柱
式组合网箱结构，这一技术尚属全国首创，
是我们的‘独门秘籍’。”项目经理周硕说，该
技术的特别之处在于搭载了自动升降、自动

投饵、高性能替换网片等多功能装备，可以
在台风、海浪来袭时，自动将锚缆进行加密，
在保障网箱安全的同时，还能够降低对海洋
环境的污染，适用于开放式深水海域养殖。

据介绍，这项技术让浪潮、沉淤、台风、
腐蚀等一系列影响深海养殖的运营难点迎
刃而解，实现一年四季皆可养殖。有了科技
手段的加持，未来渔民在岸上通过手机就能
够实时掌握网箱动态，还可根据历史数据，
及时调整饵料等，科学解决了渔业增产、渔
民增收、渔村稳定的“三渔”问题。

“海上发风电，海下养水产。”周硕说，该
项目所采取的绿色、生态的养殖方式，有助
于推动平潭海上风电与智慧养殖融合发展，
促进“海洋牧场+风电场”发展模式加速成
形，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通过对勘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我们确
定了首批试点养殖品种为石斑鱼，预计不久后
即可投放鱼苗。”周硕告诉记者，下一步，将根据
项目运行情况，设计最优风渔融合方案，还将
创新大面积渔网的模块化设计技术等，提高网
箱抗风浪性能，探索出“海洋牧场+海上风电”
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

海上发风电 海下养水产

平潭试水风渔融合立体养殖
□本报记者 张哲昊 程枝文

本报讯（记者 李珂） 由省科技厅主办，省教育厅、省财政
厅、省委网信办、省工商业联合会、致公党省委共同支持，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福建赛区）暨第十一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
大赛按照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进行比赛，工商注册日

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含）之后的企业可参加初创企业组比赛，
其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参赛企业 2022 年营业收入不超
过 2亿元人民币。

大赛共设奖金 197 万元，其中，一等奖 15 万元（2 名），二等
奖 10 万元（4 名），三等奖 5 万元（6 名），优胜奖 2 万元（20 名），优
秀企业（48 名）和设区市赛优胜奖（9 名）各 1 万元。此外，省赛获
奖企业将择优推荐晋级全国赛，晋级全国赛的企业，除获得国家
有关服务政策支持外，还将获得 2024 年度省科技厅创新资金项
目优先支持。有关合作创投、金融机构将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
创业融资、商业模式、银行贷款授信、股改上市等方面的指导，对
比赛优胜项目进行重点跟踪，择优给予贷款融资支持。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可自愿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www.cxcyds.com）注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3年6月23日。

福建创新创业大赛等你报名

本报讯（记者 潘园园）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将于 2023 年
9 月在天津举办。为积极做好参赛备战工作，为全国技能大赛推
荐优秀选手，由省人社厅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国赛项
目）福建省选拔赛于 6月 11日—30日举行。

本次选拔赛将采用多地联合、协同推进的办赛方式，在泉州、
宁德、厦门、福州、平潭等 5个地区分设赛场，开展 11个赛项的竞
技比拼，不仅包含电工、电子技术、茶艺师等 3个传统赛项，还涵
盖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 8个新
兴职业赛项。其中，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区块链等多
项竞赛活动更是首次举办。本赛事内容多元，覆盖广泛，为新兴职
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优质的竞技舞台和广阔的展示空间。

本次赛事将按照各竞赛项目总成绩分别进行排名，对符合
条件第一、二、三名的选手颁发金、银、铜牌，对前两名授予“福建
省技术能手”称号，对获奖选手认定或晋升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
等级、发放 0.5 万~1 万元等奖励，并根据大赛竞赛成绩择优选派
选手参加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
福建省选拔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郑璜 通讯员 王羚菲）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
年 1—5 月份，福建对非洲外贸进出口总额 382.6 亿元，同比增长
12.5%；其中进口 167.5 亿元，增长 11.4%，出口 215.1 亿元，增长
13.3%。5月当月进出口额 86.5亿元，增长 7.6%。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福建对非洲贸易的主力军，1—5 月，
福建民营企业对非洲进出口 273.2 亿元，增长 35.4%，占同期福
建对非洲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71.4%。同期，国有企业对非洲进出
口占 23.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 4.7%。

据厦门海关人士介绍，福建对非洲出口以机电产品和服饰
产品为主。1—5 月，福建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 69.2 亿元，占同期
福建对非洲出口总值的 32.2%；出口纺织服装和鞋靴 63.4 亿元，
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29.5%。

进口则以金属矿砂和原油为主。1—5 月，福建自非洲进口
金属矿及矿砂 87亿元，占同期福建对非洲进口总值的 51.9%；进
口原油 27.6亿元，占同期进口总值的 16.5%。

数据显示，南非、尼日利亚、加纳是福建对非洲的主要贸易
伙伴，1—5 月分别进出口 97.8 亿元、37.4 亿元和 21.1 亿元。值得
关注的是，福建对几内亚、苏丹、安哥拉、加纳等国外贸增幅显
著，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17.4亿元、10亿元、9.9亿元、19.5亿元，分
别增长 442.2%、201.5%、113.5%、76.4%。

前 5 月福建对非洲
进出口增长 12.5%

本报讯（记者 张辉） 近日，福建省名
特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会暨“一县一周”新疆
昌吉州专场活动在昌吉市开幕。活动期间，
福建省供销社组织 6 家直属企业和 10 个市

（区）供销社、36 家企业的 200 多类农产品参

展；昌吉州供销社组织了 7 个县（市）供销
社、15家企业的 90多类农产品参展。

活动共设 45 个展位，其中，福建供销
展区设置 32 个展位，主要展示展销茶叶、
海鲜、笋干、菌菇、预制菜等“闽味”名特优

农产品；昌吉州展区设置 13 个展位，按照
“一县一特色”的原则，突出木垒哈萨克自
治县鹰嘴豆系列和畜产品，奇台县面粉系
列产品，吉木萨尔县“庄子”系列产品，昌
吉市加工番茄、烘焙系列产品，呼图壁县

牛奶系列产品，玛纳斯县葡萄酒、棉被系
列产品等。

在开幕式上，福建省供销社和昌吉州供
销 社 签 订 了《2023—2025 年 战 略 合 作 协
议》。福建省和昌吉州两地的 22 家企业签订
了产销合作协议，协议总金额 1.85亿元。

此次展示展销会由福建省供销合作社
联合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福建省对口
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主办。

闽昌两地企业签订1.85亿元产销合作协议

“闽味”名特优农产品走进昌吉 本报讯（记者 姚雨欣 通讯员 李茜） 13 日，武夷山市召
开“中、高考生”暑期文旅产品通气会，针对 2023 年“中、高考生”
等游客群，发布暑期系列文旅产品，推出不同主题的优惠“大礼
包”，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据介绍，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期间，武夷山
市推出系列酒店、餐饮、娱乐优惠政策，包括武夷山主景区等 9
家A级景区免门票；武夷山主景区观光车票、印象大红袍演出票
等五折优惠；“武夷茶韵”金星、银星酒店（民宿）线下预订立减
50 元；印象建州小吃街派送代金券等。2023 年“中、高考生”凭准
考证可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参与相关活动。

其间围绕非遗体验、美食、沉浸式体验、网红探店、文化探
源、静心祈福等六大主题，武夷山发布近百项暑期文旅产品，并
推出武夷山感恩奋进之旅、国家公园科考探秘之旅、国家公园 1
号风景道打卡之旅、朱子文化祈福之旅、茶非遗传习之旅、夜间
休闲之旅六大体验线路。

此外，当地还将举办武夷学院校园体验行、“鹅来鹅往·游来
游趣”美食嘉年华、“最美星空露营节”、“传承多彩非遗 共享美
好暑假”等六大文旅活动，绘就“诗和远方”的新画卷，为广大

“中、高考生”畅游武夷提供新体验和新感受。

武夷山针对“中、高考生”
推出暑期系列文旅产品

近日，记者在福建移动华侨大学 5G 联
合创新实验室，见到了一批热爱科技、热爱
乡 村 的 大 学 生 ，他 们 充 分 运 用 中 国 移 动

“5G+AICDE 能力体系”，即以 5G 作为接入
方式，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边缘计算等相结合的范式，推动乡村治理、
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乡村产业走上新台阶，
探索“5G+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在招募成员的时
候，常问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
能吃苦的人？”指导老师郭荣新解释说，团队
在接手村庄项目时，需要和村庄签订合作协
议、建立工作站，实现智力和人力的长期进
驻，因此团队成员不仅要有热情，更要能长

期扎根乡村。
在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团队成员眼里，

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用数据讲述乡村成为
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由专业宣传团
队牵头，技术团队负责搭建渠道，再辅以视
频教学，让部分村民成了网红，进一步传播
乡村文化。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指导老师
郭荣新带领团队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建立起
了“农业一张图”等数字化云平台，搭建了

“乡村闲置资源网上交易平台”促进活化利
用，推进乡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储存
与保护，打造数字乡村。经过云端处理之后，
村庄不再是一个个具象的空间，而是变成云
端视频、图文、数据传播至全省各地。

近年来，5G联合创新实验室团队就当下
社会最关切的乡村医疗、乡村文化传承和农
村留守老人三方面问题，展开科技研究。腹部
超声智能辅助扫查系统就是团队成员利用

“5G+AICDE 边缘云技术”研究出的一项新
成果。这个系统能够自动标记识别病灶，并且
传输给云端数据库，医疗专家可以远程对病
患进行会诊和治疗，实现超视距实时图像采
集和实时图像传输。据介绍，5G技术低时延
的特点，极大减少了医疗专家的误诊概率，可
以帮助村民省去进城看病的费用。

“5G+AICDE 能力体系”还被应用于乡
村历史文化的传承。传统的乡村古迹修缮工
作需要大量的资金，且自然风蚀和人为破坏

的速度远远大于保护修缮的速度。运用 5G
技术可以将整个乡村古迹在云端记录和存
储。指导老师曾焕强认为，这些记录在云端
的数据会给村庄的修缮提供基本的参考。除
了古建筑，一些即将面临失传的酿酒工艺、
戏剧艺术和锻造技艺等也将被储存在云端。

为了让乡村留守老人摆脱孤独，团队成
员还开发了一款山居老人AI智能云平台，结
合智能聊天、人机交互技术，不仅可以让留守
老人与在城市里务工的家人视频交流，还可
以与更多具有乡村情怀的年轻人进行线上互
动。当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留守老人的医疗
健康等也可以得到实时的监测和看护。

5G 联合创新实验室还提出了一个设
想——乡村元宇宙计划，把一个个具体的
乡村生活场景搬上云端，建立完整的生态体
系。在这个云平台上，人们能看到中国农村
真实的样子，街道、建筑、风土人情、经济产
业等都可以在“乡村振兴 5G直播间”里被看
到，大家会像探索宇宙一样去探索农村、建
设农村。

在福建移动华侨大学5G联合创新实验室，有一批——

探索“5G+乡村振兴”新模式的大学生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游海龙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丁淑颖 文/图）
日前，福建高速首个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在沈
海高速厦门同安段龙掘东服务区并网发电，标
志着福建高速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又
迈进了一大步。

该项目利用服务区1790平方米建筑屋顶
面积建设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247.32千瓦，平
均每年提供绿色电能26.04万千瓦时。与同等装
机容量的火力发电装置相比，该电站每年可节
约标准煤 79 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272

吨。据悉，该电站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
营模式，光伏电站所发电量全部输送到服务区
配电房，优先供给服务区日常经营、办公使用，
多余电量通过智能并网系统输送至公共电网。
此外，高速能源公司还将建设新能源设施集中
控制中心，对电站进行远程监控和运营维护。

下一步，高速能源公司将全力布局光伏
电站建设，利用我省高速路域资源，将光照资
源最大限度转化为绿色电能，推动高速清洁
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全力支撑“绿电供应”。

福建高速首个屋顶分布式福建高速首个屋顶分布式
光伏电站并网成功光伏电站并网成功

眼下，位于漳州市诏安县桥东镇仙塘村
的 350 亩盐碱地水稻种植生产示范片正值
抽穗扬花期，微风吹拂，稻浪掀起层层涟漪，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新的稻花香。

谁能想到，如今的美丽稻田曾经是一片
芦苇、海草丛生的盐碱化耕地。“原先这里的
土地盐度有 7 度多，经过治理现仅有 1 度左
右。”诏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朱烈光介
绍，仙塘村红旗埭距离诏安县东溪出海口仅
100 多米，受海水常年倒灌影响，造成农民
弃耕，耕地抛荒多年，部分土地盐碱化十分
严重，农作物难以生长。

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生产面
积，保障粮食安全，今年年初，诏安县委、县

政府响应漳州市委、市政府“挖掘盐碱地种
粮，新增种粮面积”的号召，全力推动桥东镇
仙塘村红旗埭盐碱地改造工程，通过挖除杂
草、平整土地、疏浚排灌沟渠，让盐碱地旧貌
换新颜。

洗盐排碱，是治理盐碱地的有效手段之
一。为解决农业生产用水问题，桥东镇疏浚
排灌渠 2 公里，从东溪引来淡水，灌溉盐碱
地，有效降低土壤盐度。

今年 4 月初，诏安县农业农村局采取集
中育秧、统一插秧、统一管理的方式，在此打
造了 350 亩盐碱地水稻种植生产示范片，引
进固广油占、广红 3号、南桂占 3个耐盐碱水
稻品种种植。

“这几个品种适合于土地盐度 3 度的
土壤环境生长，推广盐碱地种粮可增加水
稻种植面积，也可以改良盐碱地的土壤结
构，有利于以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朱烈
光说。

在水稻日常管理中，为确保土地盐度
保持在合理区间，负责稻田管理的仙塘村
安排 4 名水利管理人员根据潮汐规律开放
水坝闸门调节淡水排灌。每天通过涨潮灌
溉、退潮排水的方式来达到洗盐的目的，
同时避免海水倒灌。“这片土地少则抛荒
两三年，多则十年以上，如今再现生机着
实不容易。我们将加强田间管理，让示范
片种出成效。”仙塘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涂秀福说。
“ 除 了 种 植 3 个 耐 盐 碱 品 种 外 ，我 们

还 引 进 种 植 了 常 规 杂 交 水 稻 甬 优 4949，
计 划 通 过 研 究 这 4 个 品 种 的 生 育 期 、生
物 学 特 性 和 经 济 性 状 等 ，对 比 筛 选 出 适
合本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朱烈
光说。

诏安县开展盐碱地水稻种植生产示范，
是漳州市推广盐碱地种植水稻的一个生动
实践。今年，漳州市坚决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以诏安、漳浦、云霄和龙海四
地为试点，因地制宜加强盐碱地改造提升，
推动撂荒盐碱地复耕复种，让盐碱地变成丰
收田。

漳州：让盐碱地稻花飘香
□本报记者 李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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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凭借出色的产品研发能力，2009 年起，

龙轴集团开始与中国商飞设计团队合作，为
C919 等国产民航飞机提供从技术标准、产
品配套到应用验证全方位“一条龙”的关节
轴承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如今，龙轴集团
为C919等民航飞机研制的多样轴承组件在
国内率先通过合格鉴定和适航认证，现有

160 个以上型号规格产品列入 C919 等民航
飞机的合格产品目录，将在起落架、舱门、机
翼、飞控系统、操纵系统等关键部位实现国
产化替代配套应用，也为后续全方位配套波
音、空客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不怕别人卡
脖子了，航空关节轴承，我们中国企业也能
造。”陈晋辉说。

除了国产大飞机，“天眼”、神舟系列飞

船、嫦娥探月工程、长征系列火箭、“天问一
号”等一系列国之重器，都离不开龙轴集团
为之量身定制的关节轴承。截至 2022 年，龙
轴集团的产品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关
节轴承品种数和产销量全球第一，全球市场
占有率达 15%。

“龙轴集团将始终怀着‘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以国家安全为己

任，瞄准国际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实现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从制造、智造到创造的
新飞跃。”陈晋辉表示，接下来，龙轴集团将
加快推进 PTFE 织物衬垫、模塑衬垫和精密
仿真挤压三大核心技术在航空航天、国内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际市场的产业化应用，同
时强化技术迭代创新，研制一代、应用一代、
储备一代，全方位挺进全球高端产业链。

近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东百中心商业广场，消费者选购新
能源汽车。

今年来，福州市积极推进“电动福建”建设，持续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落实一系列税惠政策，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优势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效激活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
活力。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