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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珂） 日前，东方电
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东
福研究院”）团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圆满
完成中石油长庆油田气田采出水无纯化
电解制氢现场试验。试验期间，示范样机
氢气产量达到额定值，现场测量显示氢气
纯度达到 99.999％。

东福研究院是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和福州市三方共建的科技创新
型企业，主要从事海上风电、波浪能、氢能
等先进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它与
长庆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联合开展了“气
田采出水无纯化电解制氢现场试验”项目
阶段性现场试验，这也是“海水无淡化原
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首次应用于工业废

水制氢领域。该项目为未来探索将海水直
接制氢技术拓展到节能环保领域，为石化
废水、炼钢废水等工业废水制氢提供了路
线参考。

海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
成果由谢和平院士团队于 2022 年 11 月
30日在《Nature》正刊发表，被科技部高技
术研究发展中心评为 2022 年度中国科学
十大进展之一。

2022 年 12 月 16 日，东方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东福研究院与四川大学/深圳大
学谢和平院士团队，共同签署了“海水无
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氢原创技术中试和
产业化推广应用”的四方合作协议。东福
研究院正式将该项技术引进到福建落地

并开展成果转化。
2023 年 6 月 2 日，经中国工程院专家

组现场考察确认，全球首次海上风电无淡
化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海上中试在
福建兴化湾海上风电场获得成功。当前，东
福研究院正在开展 100Nm3 H2/h规模化
装备及系统研制，并积极推进项目示范。

东福研究院执行董事、总经理刘泰生
介绍，海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
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它可与深远海的海
上风电、海上光伏、石油钻井平台等结合，
实现深远海风电等绿色电力就地消纳，实
现绿氢生产、储存和供应，解决深远海风
电难以传输回陆地的难题，大幅降低风电
传输、消纳成本和制氢成本，并进一步就

地转化生产绿氨、绿色甲醇等高附加值化
工产品，加快推进海洋可再生能源的综合
开发和利用。

在我国内陆地区，该技术可用于石化
领域气田采出水、油田采出水、火电厂脱
硫废水等工业废水制氢，以及城市内的生
活污水制氢，有效降低水处理成本，实现
产氢增值，为绿色节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

针对我国西北地区风光资源丰富但
水资源匮乏的现状，该技术可以充分利用
当地生活生产废水、苦咸水、盐湖水等制
氢，解决清洁能源消纳和利用问题。随着
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项目成果有
望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突破！东福研究院用气田采出水成功制氢
从福建的海上风电场到内蒙古的油田，“海水无淡化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本报讯（记者 郭雅莹） 蓝天白云之
下，岚岛的北端正矗立起一座高大的建筑；
海风中，它独具特色的外立面，宛若一片片
起伏的风帆，与不远处的大海遥相呼应……
日前，记者在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建设现
场看到，这座博物馆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设
完成，预计于今年国庆前后正式建成开放。

作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的“腹
地”，近年来，平潭在不断深化学术研究的基
础上，深挖南岛语族文化内涵，整合农业、文
旅等多方资源，打造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南

岛语族国家特色植物观光园等特色项目。
记者了解到，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拟设三

个展厅，面积共 3800 平方米，包含平潭史前
文化展厅、南岛语族文化展厅和临时展厅。
下一步，平潭将与美国宝尔博物馆等国际著
名文博机构展开深入合作，对博物馆的展陈
设计和南岛语族的文化脉络进行系统深度
梳理，在提升平潭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进一
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同时，平潭立足海岛特色与优势，结合
盐碱荒滩改造工程，正在打造百亩南岛语族

国家特色植物观光园。项目计划通过种植来
自南岛语族国家的特色植物，融入南岛语族
各国文化元素，打造包括南岛语族文化展
示、特色植物观赏、研学活动等在内的多样
化旅游线路，探索将南岛语族文化向旅游产
品化延伸，展现南岛语族文化魅力。

“目前，项目一期的土壤改造工作已经
全部完成，首批试种的油菜花和稗草已经成
熟，标志着盐碱地改造初见成效。”平潭综合
实验区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温福
顺介绍说。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本月平潭将举办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
坛，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南岛语族文化展开深
度研讨。

“南岛语族文化是平潭一张面向世界讲
故事的名片。”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陈训明说，“我们将以壳丘头
遗址群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契机，持续擦亮南岛语族文化这张名片。”

题图：壳丘头遗址博物馆外形既似山峦
又似海波。 叶德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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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楼外立面改造、古建筑活化利
用、文物点修缮保护……初夏，福安莲池
历史文化街区二期改造项目如火如荼。

这片依山傍溪的文化街区已有700多
年历史。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县令林子
勋在福安县域中心开池种莲，引水治火，因
此得名“莲池”，并发展为当地地理坐标、文
化坐标。纵横交错的布局里，窄窄的巷弄
曲径通幽，明清古民居、历史文化点错落
有致，记录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渊源。

岁月流逝，街区整体建设、设施道路
一度破旧。作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2021
年，莲池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正式拉开序
幕，围绕打造“闽东文化新福地 全家福安
新莲池”这一目标，福安抓好规划建设、管
理运营，循序渐进地修复、活化，让老街老
而不衰、魅力常在。

串珠成线，古建筑活起来
提起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学宫是绕不

开的话题。宋代以来，这里先后走出 92 位
进士、40 位举人，共有 151 部作品传世，成
为福安培育历代先贤浓墨重彩的一笔。

踏着青石板步入莲池历史文化街区，
沿七圣路爬上重金山顶，一座八角形的三
层穿斗木构架建筑赫然入目。“这座是奎
光阁，为古代学宫祭天楼，也是目前福安
学宫保留下来的唯一建筑。”城南街道办
事处二级主任科员钟绍基如数家珍。

因时间久远，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内的
学宫多已毁坏，如今仅存的奎光阁为清同
治十年（1871 年）重修。2004 年，奎光阁被
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出奎光阁，穿过七圣路，便转入后巷。
后巷道路蜿蜒纵深，仿佛时光的画卷缓缓
展开。两侧东西向分列着余祠前巷、湖山
路、七圣路等数条巷子，巷内，古厝、寺庙、

宗祠交相辉映，构成丰富的人文景观。
目前，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共有历史文

献记载的文化点 92 处，漫步其间，不时就
会和文物古迹撞个满怀。近年来，福安邀
请专家对莲池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考
察，充分挖掘街区建筑肌理，积极保护和
恢复历史建筑，保存其完整文化体系。

“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文物古迹就
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各街巷内，其保护
和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在福州大学建筑
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关瑞明看来，文化街区
在做好文物自身保护的同时，要同步推进
周边环境整治，以文物古迹为珍珠，以街
巷为线绳，“串珠成线”，让历史文化街区
的活化利用迸发更大价值。

今年，福安将莲池历史文化街区二
期列入重点工程之一，整治、修复、活化

力度再加大。福安还结合非遗文化，在莲
池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东大路民俗文化
一条街”，将婚庆习俗、乔迁习俗、金银器
制作技艺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引入街区，成了吸引年轻人的网红
打卡点。

活化利用，老街区潮起来
夜幕降临，位于莲池历史文化街区

西南端的花漾街区“苏醒”了，一间间店
铺灯光渐次亮起。作为省级城乡品质提
升样板工程，花漾街区背倚湖山，面朝龟
湖，全长 600 多米。伴着习习微风，记者走
进花漾街区，咖啡馆、茶店、清吧等林立，
茶香、咖啡香从鳞次栉比的店铺间飘来。

在一家名为六暮熏的清吧，三五张露

营方桌，一套架子鼓，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一群年轻人一边聊天，一边兴致盎然地欣
赏着音乐。清吧装饰既有“复古风”，又显

“年轻态”。
“我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去年到

花漾街区转了一圈，被这里优美的环境吸
引，当即便租了店面做起清吧。”六暮熏负
责人、“90 后”陈建棋介绍，随着花漾街区
出圈，来这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遇到周
末、节假日，店内位置都要提前预订。

离开六暮熏往前走 20 来米，一家名
为大喜的奢侈品管理店吸引了记者眼球。
与前一家的人群熙攘形成鲜明对比，这家
店铺透着一股静谧感，墙柜上陈列着各式
手提包，主理人陈静芳正弯腰埋首修复手
提包。“我们主要做手提包的修复和买卖，
手提包修复和文物修复一样，都需要静下
心来精雕细琢。”陈静芳说。

“为延续街区烟火气，我们注重古建
筑的活化利用。”钟绍基说，花漾街区改
造前期也遇到资金缺口大的难题，当地
通过“政府引领+社会共建”模式，由政府
出资完善基础工程建设，同时引入社会
资本对古建筑等进行统一修缮、管理，而
后再出租。

社会资本加持，花漾街区古建筑重获
新生。“街还是那个街，味还是那个味，但
古街在原貌、原住、原味的基础上形成新
形态、新业态、新生活。”钟绍基不禁感叹。

融入日常、活化发展，如今的莲池历
史文化街区，古韵与现代融合，老街与新
景共生，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福安莲池历史文化街区：

古韵新景两相宜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陈雅芳

华灯初上，改造后的花漾街区如梦如幻。 李郁 摄

本报讯（记者 郭斌）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公布《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名录》，我省组
织推荐的 19 个折子戏入选，涉及 12 个地方剧种，入选数量仅次
于安徽和山西。

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由文化和旅游部主持，于
2023 年至 2025 年实施。我省作为戏曲大省，戏曲资源蕴存深厚、
传承久远，现有 23个活态地方戏曲剧种，其中本土剧种 18个，此
次入选的 12 个剧种包括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梅林戏、
北路戏、闽西汉剧、打城戏、四平戏、平讲戏、南词戏和三角戏。这
些剧种是我省独特地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莆仙戏、梨园戏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
的戏曲剧种，被称为“宋元南戏活化石”，在艺术和史学研究方面
具有很高的价值。

“入选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将有力推动我省进
一步弘扬戏曲艺术本体，传承地方剧种艺术精粹，培育戏曲骨
干人才，建立良好的戏曲传承机制，厚植戏曲创作优良传统，做
好戏曲保护、传承、传播、发展‘四篇文章’，促进全省戏曲艺术
高质量传承发展，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省文旅厅相关
负责人说。

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公布

福建12剧种19折子戏入选

本报讯（记者 陈黎慰） 近日，“风从海上来——庆祝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全国著名作家福清采风创作活动”，在福清文艺
家之家启动。

王祥夫、马晓丽、刘醒龙、王山、刁斗、龙一、温燕霞、吴玄、石
一枫、林那北等 10 位国内著名作家齐聚玉融，踏访福清侨乡博
物馆、福清南少林、东张宋窑遗址、石竹山、利桥古街、弥勒岩、林
绍良陈列馆、黄檗山、天宝陂等地，围绕名胜古迹、历史名人、融
侨融商、非遗民俗等与福清海洋文化和人文特色相关的题材，展
开了为期 4天的采风创作活动。

活动期间，龙一在玉融文艺讲坛作了题为《作家宜加餐》的
讲座，受到文艺爱好者和福清本土作家的热烈欢迎。

本次采风创作活动由福清市委宣传部、《中篇小说选刊》杂
志社、福清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讲好福清海洋文
化故事。

“风从海上来”采风创作活动
在福清举办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通讯员 张权） 1 日，福建艺术职业
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答卷 2024”优秀毕业作品展在福建省美
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 6月 10日。

本次展览由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福建省美术馆主办，系
2024 届毕业生的优秀作品展，共展出 119 名学生的 120 件作
品。展览以“八闽艺脉承 春华绽未来”为主题，作品展区包括
包装艺术设计专业、室内艺术设计专业/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书画艺术专业（绘画与策展方向）、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漆艺
方向）、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等六大专业，展品跨越包装设计、
视觉形象设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数字展览设计、绘画、漆
艺、陶瓷等。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展出优秀毕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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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初夏，南日岛海上风电场水域碧波万顷，白色风机群中，一

座明黄色的三立柱半潜式平台格外醒目，这是全球首个漂浮式
风渔融合项目——“国能共享号”平台。4 月初，首批 1 万尾大黄
鱼鱼苗欢畅入水，一项“海上发电、海下养鱼”融合发展的创新实
践就此启航。

“‘国能共享号’平台上装有一台 4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以及
轻质柔性光伏组件，年发电量可达 1600 万千瓦时，相当于 6000
多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国能共
享号”项目负责人陈勇告诉记者，平台中间取正六边形作为网箱
养殖区域，养殖水体容积约 1万立方米。平台下方，9条锚链将平
台牢牢系固在海床上，可抵御 15级台风侵袭。

以往，在规划海上风电场和渔业养殖区域时都要预留一定
的间隔空间，“国能共享号”平台实现在同一片海域发电、养鱼两
不误，推动海洋资源立体式开发，让海洋资源利用更加灵活、集
约、高效，且更加环保。

“平台既能产生绿色能源，也是一座‘蓝色粮仓’。”陈勇说，
把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与深海养殖平台合而为一，实现绿色能源
与人工智能养殖的跨产业融合，为进一步推进海洋资源开发提
供创新方案。

港口经济
6月 3日上午 7点 45分，葡萄牙籍“赫尔曼”轮在莆田湄洲湾

东吴港区罗屿作业区 9#泊位卸下 20 多万吨铁矿石后，缓缓驶离
码头。其后不久，由澳大利亚发出、运载 11.7 万吨铁矿石的巴拿
马籍“海洋力量”轮靠泊罗屿 9#泊位，开启紧张的卸货作业。

湄洲湾拥有长年不冻、不淤、不积的深水岸线。目前，罗屿港
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台铁矿石中转港口和储运基地、东南沿
海最大的铁矿石码头。今年 1—5 月份，罗屿作业区对台铁矿石
吞吐量达 178.88万吨。

天气晴好，由罗屿港区向对岸远眺，6个白色巨型LNG储罐
临海矗立；南岸，化工新材料产业园清晰可见，沿岸铺展；相邻的
秀屿港区，大小船舶往来其间，潮声阵阵。

在永荣 CPL 一体化项目临岸侧的石门澳作业区 11#泊位施
工现场，水上灌注桩耸立，不远处 2座封闭条形料仓已建设完成。
该泊位为 10 万吨级通用泊位，主要用于装卸 CPL 项目的原料
煤、硫酸铵及其他杂货，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466 万吨。相邻的 6#、
9#泊位则为液体散货泊位，为CPL项目原材料的输入提供便利。

“11#泊位配套的干煤棚为目前省内跨度（宽度）最大的煤棚
料仓，以管桁架反吊膜罩棚存放散装硫酸铵的硫酸铵棚亦为东
南沿海首例。”石门澳港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蓝家香
介绍，“目前整个园区的物料进出，基本需要绕道泉港、江阴港，
再转陆运抵达，成本高、耗时长，三个码头泊位建成后，作为湄洲
湾首个化工码头，将打通一条新的‘海上走廊’，助力产业腾飞。”

依托临海优势，昔日大片滩涂如今已是国家级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集群成长的乐土，发展欣欣向荣——作为首批省级化工园区
的石门澳化工新材料产业园，一座座超级工厂拔地而起，产值超百
亿元；临港工业园是全国首个利用LNG冷能形成的节能环保型示
范园区，LNG清洁能源除了供给千家万户，还通过管道去往一路
之隔的冷能空分项目，以空气为原料，年创造产值 9000万元……
一块因海而生、依海而强的莆田临港产业高地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