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言

如果说展区有“明星”，那福船一定是其中耀眼的一
位。它是历史上曾经广为使用并且制造技艺入列世界非
遗的主流海船船型，此次，许多参展企业、高等院校及科
研机构不约而同地把它的等比例复原模型摆在了自家
展位。

当然，“明星”何止福船一位！在新时代十年成果展
“大国重器”篇，极地破冰科考船“雪龙 2”号、大型绞吸挖
泥船“天鲸”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海上风电安
装平台“白鹤滩”号等一大批模型与展板楚楚有致，也受
到热捧。

从古老的福船到现代化船舰，它们建造的时代背景
各不相同，但却承载了一样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

由高空向下俯瞰，地球实际上是一个“水行星”，陆地
被海水分隔形成大小不等的“孤岛”。海洋气象万千、变幻
莫测，人们克服了最初的恐惧，操舟驾筏、凭风借力，以楫
为马、驰骋海洋，最终连通了世界、惊艳了时光。正是这种
探索未知的勇气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廓清全球每一个角
落，使得深锁海面的迷雾不断消散，让文明与文明之间从
此不再有藩篱。

梯航四海，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必须努力化危
为机、化险为夷。人们把福船船舱分成互不透水的不同舱
区，即使某一舱位受损也不会导致全船沉没，极大提升了
航海安全性。尽管帆影渐渐淡出，但时光和潮水从未曾抹
掉其痕迹——“雪龙 2”号的设计就借鉴运用了水密隔舱
制造技艺。正是这样的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传承，对海洋
的探索顺利进入大吨位舰船主导的时代，并且由浅及深，
从近海走向深蓝。

展 会 有 助 于 培 养 观 展 者 特 别 是 青 少 年 对 海 洋 文
化的兴趣，传播海洋知识、提升海洋意识、弘扬海洋精
神。在会展中心场馆内，父女两人、祖孙三代手牵着手
渐 次 浏 览 的 场 景 并 不 鲜 见 ；在 福 州 港 马 尾 青 州 作 业
区，一群中学生把停泊在此的全天候远洋救助船“东
海救 115”和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 06”轮，亲昵地称为

“热心肠”。
人与海，和谐共生。这些在大会上播撒下的承载着人

类梦想的种子终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播撒下海洋梦想的种子
□潘抒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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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贸易运输体系的纽带，国际
深水港是推动世界贸易发展的基础设施。
13日，在福州举行的国际深水港建设发展
论坛上，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
低碳等国际深水大港建设热门话题，来自
国内外的行业翘楚、专家学者、商业精英集
思广益，共话技术创新，共谋建设蓝图，为
推动国际深水港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自 2020 年 8 月整
合全省港口资源组建福建港口集团以来，
福建港口经济的发展整体性逐步增强。当
前，我省正在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建
设，向海而兴，融入“一带一路”。

瞄准质量效益

港口兴、贸易旺。作为综合交通枢纽，
港口是反映航运业发展、对外贸易乃至国
民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当前，全国沿海港口泊位已经增长到
5000 多个，货物吞吐量超过 150 亿吨，集
装箱吞吐量近 3 亿标箱，连续多年位居世
界第一，港口承担的外贸进出口货物总量
超过 90%——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首席科学家林鸣列举了这样一
组数据。可以说，港口畅通了国内国际“双
循环”，更好释放了中国经济潜力，为世界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经历了建设高峰期之后，近年来，我
国港口进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期，整合港
口资源、提高整体竞争力选择已经成为趋
势。目前，我国 10 个沿海省份、7 个长江沿
线省份，都组建了省级层面的港口集团，初

步实现了港口资源集约化、运营一体化。
“国际深水港之间的合作还将持续走向

纵深。”林鸣表示，高端专业、绿色环保、数字
赋能都是未来港口建设发展的新注脚。

他特别指出，随着物流需求的日益多
样化，港口业务呈现出往产业链上下游延
伸的趋势，综合竞争力将成为衡量国际深
水港服务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许民强认为，
作为战略资源和重要支撑，加快国际深水
港建设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做强做优港口建设，主要是推
动港口发展模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
量效益型’。我们要打造具有强大全球资
源要素配置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国
际枢纽港。”

转向绿色低碳

数字先行，向变革要效能，走绿色低
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近年来，进行自动化码头建设或改
造，实现港口的全流程无人自动化作业，
正在逐渐形成席卷全球的潮流。记者从论
坛获悉，目前，全球已建成和在建或规划
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达 120 余座，我国已
建和在建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达 42座，规
模居世界之首。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副总裁方怀瑾分享了洋山深水港建设
发展的实践经验。在洋山四期集装箱码
头 ，他 们 自 主 研 发 的 运 营 管 控 系 统

（ITOS）覆盖全场景、全流程作业，实现人

均劳动生产率提高至传统码头的 213%。
“我们攻克了无人设备全域感知、多体协
同、多活并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系统与
设备设施间海量数据处理动态协同与高
效可靠，核心功能与性能全面超越国外产
品，能力与效率均居全球自动化码头首
位。”方怀瑾自豪地说。

“近 20年来，低碳成为环境共识，包括
港航企业都在转向可持续发展。”亚太港
口服务组织（APSN）执行秘书长李清透
露，今年 7月，国际海事组织海洋环境保护
委员会第 80 届会议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
战略修正案，提出力争 2050年前后实现国
际航运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他说道：“这将
进一步加速全球行业内的碳减排进度，影
响全球港口的能源供给结构、运营管理模
式与市场战略等。”

作为欧洲第一门户港，鹿特丹港致力
于数字化和能源转型，以此推动智慧港口
的建设。“数字化已经深入港口物流相关
的所有环节，有效优化了港口运营和供应
链。”荷兰鹿特丹港务局中国首席代表邹
俊善介绍，通过港区、海运船舶减排逐步
能源替代等措施，鹿特丹港力求在过程中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低碳环保。

融入“一带一路”

福建深水港口岸线资源居全国前列，有
40多公里岸线可建设20万吨级以上超大型
深水泊位。福建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志平表示，福建正在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强
港建设，向海而兴，融入“一带一路”。

他介绍，目前，我省正在推进福州江
阴国际深水大港连片开发和厦门航运中
心综合能力提升工程。“预计‘十四五’期
间，港航投资将超 600亿元，设施短板不断
完善，综合竞争能力持续提升。”

2020 年 8 月，福建整合全省港口资源
组建福建港口集团，港口经济的发展整体
性逐步增强。2022 年福建港口货物吞吐量
超过 7 亿吨，居全国沿海省份第 6 位。同
时，福建还在全国率先建成全智能化的传
统集装箱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全面建成数
字化平台系统，港口生产平均能耗居全国
领先水平。

目前，全省开行集装箱航线 297条，与
全球超 160 个港口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有
力推动双向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开通对
台集装箱航线 21 条，还有 3 条“小三通”客
运航线以及多条散货航线，为两岸经贸往
来发挥积极作用。

持续“修炼内功”，使福建港口成为引
领两岸、服务海丝的国际一流港口。陈志
平表示，3 年内，全省将新增投产大型码
头泊位 10 个，为福建港口新增通过能力
超 1 亿吨。“我们将继续提升福建在海上
丝绸之路中的战略支点能级，提升福建与
全球通达性，优化全球到福建的航线布
局，力争到 2025 年开行航线达 400 条。”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挖掘港口物
流投资机会，与铁路部门及周边省市战略
协同，成为中国东南大通道的便捷出海
口；大力推进海峡两岸货物、人员的双向
交流和信息认证，促进两岸融合……在新
征程中，福建将扬帆远航，全速前行。

福建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建设
——国际深水港建设发展论坛观察

□本报记者 张颖

当下发展深远海养殖的难点在哪？
制 造 深 远 海 养 殖 平 台 的 经 济 效 益

如何？
未来深远海养殖的趋势是什么？
……
在 12 日至 13 日举办的深远海养殖装

备及产业生态论坛上，一个个关乎我国深
远海养殖业发展大计的热点问题被抛出。
近 200名来自国内外的深远海养殖装备设
计者、制造者、使用者和政企学各界代表一
起脚踏实地、面向大海，深入研讨未来“耕
海牧渔”的蓝图，在智慧火花的碰撞中寻找
给海上蓝色粮仓建设“上装备”的最优解。

“闽在海中”的时代新解

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在题为《发展
深远海养殖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的主
题演讲中，向与会代表展示了我国目前离
岸深海养殖的主要方式，包括巨型网箱、
巨型围栏、复合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类
型，福建的“闽投 1 号”“福鲍 1 号”等深远
海养殖装备也精彩亮相。

“闽在海中”。作为海洋资源大省的福
建，海洋渔业经济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在
陆域与近海养殖空间趋紧的情况下，水产
养殖发展的潜力空间开始向深远海转移，
可与之相应的技术与装备在国内还处于
起步阶段。

碧海万顷，可绘蓝图。自古以来就习
于水性、善于用舟的福建人开始把目光投
向了深远海养殖装备制造。

“‘闽投 1 号’，我个人更喜欢称之为
‘探索者 1号’。”福建投资集团副董事长陈

躬仙在论坛发言时笑称，“因为它是福建
省自主建造的深海养殖平台，也是全国首
创租赁模式渔旅融合的首台套装备。对福
建的渔业养殖来说，是一次全新探索。”

福建投资集团是“闽投 1 号”的投资
方，福船集团则是“闽投 1号”的建造方。参
与“闽投 1号”建造的福船集团深海装备养
殖工作专班负责人李柳根对陈躬仙“全新
探索”的说法表示高度认同：“福船集团在
2017 年就开始研发建造深海养殖装备，起
步较早。尽管现在这一市场态势良好，可
彼时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市场前景。”
怎么造？造好能否有效益？虽然有着种种
顾虑，但建造团队仍然沉心静气投入到技
术研发中，不断攻坚克难。

不仅是“闽投 1号”，还有国内首制、鲍
鱼养殖量最大的“福鲍 1 号”，较好解决网
衣清洗这一技术难题的“乾动 1号”……经
过数年技术沉淀，福船集团现已建造出多
台深海养殖设备。

“深海养殖和传统养殖真不是一回
事。我们在调研时，很多企业认为我们干
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李柳根感慨。

“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前期建造到
运营都是全新探索。以“闽投 1号”为例，为
解决深海养殖装备项目投资大、融资难等
问题，福建在全国首创统一融资、统一建
造、统筹租赁新模式，由福建投资集团建
造养殖装备，以优惠价租给养殖企业。

“这是一项跨行业、跨领域、高度集成
的工作，需要各级各部门的协调。”陈躬仙
解释，“从这个维度来说，从省里到各市都
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前，我省正加紧设计建造“闽投”系

列深海养殖装备，把深海养殖装备作为建
设基点，统筹陆地、海岸、近海以及远海的
空间布局和资源开发，辐射陆域开展产业
链延伸建设，完善产业链布局。

进入新时代，“闽在海中”翻开了新的
历史篇章。

“渔舟唱晚”的可期未来

夕阳的金色余晖洒在海面潋滟水光
中，三三两两的渔船停棹回舟——在发言
的最后，中国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协会会长
李杰人在幻灯片中打出了这么一张美丽
的风景照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取名为

‘渔舟唱晚’，展现出海洋渔业发展的可期
未来，也体现了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美好意境。”他说。

“渔舟唱晚”的美好愿景，在中国工程
院院士林鸣的发言中有了清晰可行的实
现路径。他根据自己新近在核心期刊发表
的论文《发展大规模深远海养殖：问题、模
式与实现路径》，在论坛上深入探讨了我
国目前发展大规模深远海养殖新模式的
现状、关键和步骤。

“如果单纯只比较基础设施建设的经
济效益，建一座养殖平台要比修一条高速
公路的经济效益要高。”林鸣用翔实的数
据算了一笔“经济账”。他认为，大规模发
展深远海养殖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性，因
此首先要实现一定规模的量产，而后再依
靠育苗、病害防治、饲料等技术的坚实支
撑，来实现工业化大规模养殖。

听了林鸣的发言后，李杰人激动不已：
“在上世纪 80年代末参加相关渔业规划编

制工作时，我虽然提出了要实现渔场工业化
改造的想法，但自己都觉得是一个很遥远的
梦。可现在林院士正在把这个梦实现！”

面向大海，仰望星空，实现梦想。通过
深圳开鸿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高级顾
问程庆述在论坛上的发言，曾经人们梦想
的“智慧海洋牧场”也正在照进现实。

今年是程庆述来福建为深海养殖“上装
备”的第五个年头。回首来路，他感触颇深地
说，智慧海洋牧场的发展痛点在于设备类型
多、标准不统一，数据获取难、共享难、业务
协同难。解决之道在于打造安全数字底座，
在实现“数联”的基础上实现“智联”。

目前，深圳开鸿和厦门大学联合研发
的智慧海洋牧场已经在福建实践落地。这
一系统在构建分布式海洋数据的基础上，
建设智慧海洋监控中心、运营中心和数据
中心，打造端边云一体化数字孪生平台，
实现对智慧海洋渔业的产业生态支撑。

“穿西装搞养殖将不再是梦。”程庆述说。
智慧养殖、绿色养殖、规模养殖……

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一个又一个深远
海养殖梦想，正在逐一由“规划图”变为

“实景图”。
据统计，2022 年，全国深远海养殖水

体 4398万立方米，产量 39.3万吨，比“十三
五”初期分别增加 3.3 和 2.4 倍，占海水鱼
类养殖产量的两成以上。

“我国发展深远海养殖大有可为。”农
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袁晓初
在论坛主题发言中表示，“要坚持市场主
导、科学布局、科技引领、绿色生态、安全
发展的原则，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建设好
蓝色粮仓！”

耕海牧渔，为建设蓝色粮仓“上装备”
——聚焦深远海养殖装备及产业生态论坛

□本报记者 林蔚

本报讯（记者 郑璜 张辉） 13 日，世界海洋文明交
流互鉴论坛在福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毅出席
并致辞。

本次论坛以“与您一同探索海洋文明的独特魅力 共
赴人类和‘海’的千古之约”为主题。来自美国、法国、英
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全国各地的海洋文化研究专家
学者等 200余人参加论坛。

在主题演讲环节，与会嘉宾以航海装备发展历程与
海洋文明发展轨迹的结合为视角，聚焦黄檗文化东传、明
清中琉交流、南洋闽商海上贸易史、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等
与福建相关的世界海洋文明交流互鉴典型案例，展开探
讨。分组讨论环节则设置“东西方海洋文明的交汇”“以物
产为载体的海洋文明交流”“日本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
文明交流”“区域海洋文明的发展”等 4个议题。63位参会
代表在 4 场分组研讨会上分享论文，带来历史学、人类
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野下的海洋文明
研究成果与思考。

本次论坛是 2023 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分论坛之一，由
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主办，福
州大学与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世界海洋文化交流互鉴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李珂） 13 日上午，2023 世界
航海装备大会专题论坛—国际船艇产业发展论坛在冠城
大通游艇会举行。福建省副省长常斌、中国船舶工业行业
协会会长郭大成出席并致辞。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船艇产业发展，把发展船艇产
业作为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
一环。论坛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船艇分会承办，围绕

“国际行业交流 助力船艇产业”主题，来自 IBI 国际游艇
行业杂志、法国船级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五
研究所、瑞爱斯河轮公司、意大利船级社、海南三亚邮轮
游艇协会、武汉理工大学邮轮游艇设计研究院、武汉船用
电力推进装置研究所、宁德时代电船科技有限公司的代
表，从船艇产业发展、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等方面，深度探
析国内外船艇产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为优化行业产品结
构、制定发展市场战略提供科学的参考，为落实船艇产业
政策制度创新开放，推动船艇旅游消费升级提供新的推
动力，促进国内特别是福建船艇产业迈向新的高度。

国际船艇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颖） 13 日，国际深水港建设发展
论坛在福州举行，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吉布提共和国驻
华大使阿卜杜拉·米吉勒出席论坛并致辞。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海运强港 通达天下”，由中国国
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承办，福建省港航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福建省港口协会协办，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近 150位业内人士代表现场参会交流。

论坛上，受邀的 12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行业领先企
业负责人，围绕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低碳等课
题，深入探讨深水港建设最新发展状况及今后的发展趋
势。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中，中国港口业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以智
慧港口建设为代表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动我国
深水港建设发展持续走在世界前列。

国际深水港建设发展论坛举行

◀2023 中国海洋装备博览会上展出的“蓝色海洋
经济综合体”沙盘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2023 中国海洋装备博览会上展出的“泰渔 1 号”
深海养殖船模型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