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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迭代，
“重器”走向深远海

夏日炎炎，海风轻拂，天空蔚蓝。
在连江定海湾海域，远远望去，两座“海

中钢铁侠”养殖平台昂首矗立在海平面上，黄
色长筒巨型网箱约 1/3 露在水面上，格外引
人注目。

这是全球首台转网带提升装置的深远海
养殖平台——“乾动”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

“乾动 1号”“乾动 2号”，由福建乾动海上粮仓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动公司”）与上海
振华重工共同研发，福建船政旗下马尾造船
厂建造，分别于 2022 年 8 月、2023 年 4 月下
水，至今无故障运行。

近岸养殖存在密度大、水体污染、鱼病多
发等问题，为此国家大力支持养殖业走向深远
海。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现代海洋牧
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

“连江台风频繁，海浪常常高达 10 多米。
外海曾经是养殖禁地，却也是机遇之地。”福建
乾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说。

2018 年，郭建涛敏锐地发现，市场对高
品质大黄鱼的需求激增。他决定尝试规模化
养殖类野生大黄鱼，既满足市场需求，又为福
建大黄鱼的品牌增彩。

“要养出好鱼，必须有好的环境，向深远
海挺进。”在郭建涛看来，深远海养殖面临诸
多挑战，首要挑战就是高海况条件下的装备
稳定性。

不同于传统近岸渔排养殖，长 67.6米、宽
33.9 米的“乾动”平台，具有抗 17 级台风、抗
赤潮等优势，大大降低了养殖过程中的风险，
解决了传统养殖平台抗风浪能力差的缺点。

过去，市场上大部分的大黄鱼是传统网
箱养殖，无法及时清理网箱上的藤壶、淡菜等
附着物是一直以来的痛点，网衣因附着物过
重便难以抵挡海浪的扑打。

“我们平台实现了360度自动转动晒网，通
过太阳暴晒，让附着物自然脱落，解决了网衣
海生物附着问题。”郭建涛说，“网箱定期旋转，
每个部分都能出来‘晒太阳’。这个跟我们传统
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一个道理。”

传统渔业养殖全凭经验和体力，而“乾
动”凭借科技助力、数字赋能，实现“掌上养
鱼”、智慧养殖。“乾动”平台搭载了水质传感
器，可以实时获取养殖水体温度、DO（溶解
氧）、pH值、电导率（盐度）等对水产有重大影
响的水质参数，所有数据可通过无线网络传
输到手机终端上。

“养殖人员能够通过手机远程查看和操
作该平台，对大黄鱼生长水环境实现实时监
控，仅需两三人、一部手机，就可以养殖上百
吨的大黄鱼。”郭建涛说。

福建船政研发设计院设计一部、二部部
长吴恭鼎介绍，“乾动 2 号”上还搭载了由哈
尔滨工程大学、厦门大学自主研发的传感器，
对营运过程中锚泊系统、平台结构应力等数
据信息进行采集分析，不仅能满足平台自身
维保需求，还为后续深远海养殖平台的设计
优化和装备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数据
支持。

以“一条鱼打造一面品牌”，乾动公司
着力打造从“种苗研发—装备开发—科学
养殖—深加工—海洋生化—蓝色大数据”的
产业生态链。眼下，利用装备优势，乾动公司

正自主开发蓝色大数据平台，为产业链发展
注入新动能。

在连江定海湾海域——福州“百台万吨”
深远海养殖工程试验田，“闽投 1 号”“乾动”

“定海湾”等系列深远海养殖装备持续运行，
并在全国崭露头角，科研人员不断探索各项
技术，开创了深远海养殖的福建路径。这不仅
是福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突破，更是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连江粗芦岛，马尾造船厂里，巨型的龙门
吊耸立，车间内焊花飞舞；码头边，即将完工
和交付的新船静静停泊，即将驶向世界各地。

“马尾造船厂将深海养殖装备产业作为
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致力于装备
研制以及产业链研究。”福建船政营销中心副
经理胡斌介绍，近年来，公司成功交付“乾动 1
号”和“乾动 2 号”外，还交付了第一套智能环
保型鲍鱼养殖装备“福鲍 1号”、福建深海养殖
装备试点工程首台套“闽投 1号”等，目前还有
3套养殖装备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和测试中。

科技的赋能，一批批深海养殖装备的投
入运营，催生了我省“海上牧场”和海洋经济
新业态，促进了现代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

向海探路，
打造成果集中转化平台

吃透“一条鱼”，做大做强海洋经济，还可
以怎么做？粗芦岛上，全国第三个、全省唯一
的远洋渔业基地——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
业基地正拔节生长。

走进该基地核心区，一处处重点项目建
设现场热火朝天。

基地正致力打造海洋生物、海工装备和
数智渔业“科创三高地”，将研发优势转化成
产业优势。

“海洋生物科创高地将作为承接海洋生
物科创项目中试、落地孵化、成长培育，建设
对接海洋渔业经济科创高地项目落地的成
果集中转化平台。”该基地服务中心主任何
宗敏介绍，目前高新企业招商引资工作正在
推进。

加紧打造中的海工装备科创高地将依托
粗芦岛船政产业园，围绕海洋与渔业装备、海
上养殖设施升级改造等领域建立渔业产业创
新联盟。6 月 8 日，马尾造船厂自主建造的
7500 车位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完成试航
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两天凯旋，将于本月内正
式交付并投入运营，搭载中国汽车出海。

“目前马尾造船厂电动船舶修造中心、国
宇游艇两个项目已建成，前者致力于海工装
备的升级改造，后者将进入欧美中高端游艇
市场。”何宗敏说。

海洋装备挺进蓝海。走进落地连江的申
海创新实验室，一系列智慧海洋硬科技产品
映入眼帘。

一款在试验水池里翻滚、平移的水下机
器人引人注目。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福建申昊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申海创新实验室负责人吴海腾介绍，它是申
龙号水下机器人，已在连江县黄湾屿海域人
工鱼礁、“定海湾 1 号”深远海养殖平台投入
使用，担负着人工鱼礁区域日常监测、深远海
养殖平台鱼类养殖情况监测等任务。

“以往，各类大型海工装备的安装、检测、
维修以及水下搜救、考古等都需要‘蛙人’下
水作业。如今，这些水下作业项目都能由水下
机器人完成。”吴海腾说，申龙号水下机器人
既能在海里游，也可以吸附在船舶侧壁等处
爬行。它搭载了多类型传感器和操作装备，执

行搜寻、巡检、打捞等水下作业时更加灵活可
靠，作业深度甚至能达到 300米。

申海创新实验室由福建申昊公司与连江
县现代海洋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创办，是以打
造“智慧海洋海陆空高端装备技术研究与应
用平台”为目标的海洋高端装备研发实验室，
于今年 5月建成投用。

去年 10 月，在福州举行的世界航海装备
大会上，连江县与杭州申昊科技的展台在同一
展区。“在同申昊科技公司沟通交流中，我们发
现，连江县的海洋产业需求和申昊科技的海空
智能装备优势领域非常契合，双方一拍即合。”
连江县现代海洋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目前，连江海域已投放了 11 台深远海养
殖平台。申海创新实验室正在积极推进远洋
渔业基地、深远海养殖平台等项目的声呐设
备和智慧渔业管理平台试点工作，力争将高
端智能海工装备应用于这些平台渔业生产、
检查、安保等海洋应用场景。

吴海腾表示，未来，申海创新实验室将与
浙江大学、福建理工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深
度合作，研发契合海洋产业需求的高精海洋装
备，精准破解海洋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致力
实现海洋科技产品产业链一体化落地。

竞逐深蓝，
城中造“海”发力新赛道

全息投影厅的智慧大屏上，一项项最新
涉海科创成果精彩呈现，位于福州软件园的
海洋经济科创高地展厅，吸引了参观者驻足。

福州向海而兴之路蹄疾步稳，2022 年，
福州市印发《加快打造海洋科创平台全力推
动“海上福州”建设工作方案》，提出要聚焦重
大科研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发展生态，
着力建设福州海洋科创高地。

福州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介绍，福州依
托科创走廊建设，在市中心启动建设海洋经
济科创高地，在沿海布局建设海洋经济科创
成果落地转化的集中区，形成“里+外”有机
衔接的格局。

“里”的鼓楼片区，强化海创高地功能，
依托福州软件园双创新城、重点科研院所、
优质载体与龙头企业，整体形成海洋科创产
业加速中心、海洋科创协同创新中心和海洋
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的“两中心+一平台”功能
布局。

深水码头、蜿蜒岸线、银色沙滩……这些
海洋元素，鼓楼区一个都没有。

鼓楼无海为何有底气涉海？
鼓楼区发改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创

新高地，鼓楼各类科创要素聚集，赋能产业发
展优势明显；在高品质打造海丝中央法务区
福州片区的实践中，鼓楼区探索出了一套聚
集资源，打造创新载体的有效做法……

鼓楼无海如何涉海？
“立足发挥鼓楼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这里

力争打造为省级海洋经济公共服务平台、全省
海洋科技会客厅。”这位负责人说。去年以来，
海洋经济科创高地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

针对省涉海科研力量薄弱的现状，上线
海洋经济科创高地技术转化服务平台，助力
企业科研攻关；推动成立省智慧海洋联合实
验室，该实验室集结福建理工大学、集美大学
等院校智库及福信富通等多家优质企业，在
海洋科技创新领域开展合作攻关。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针对海洋经济
领域资金投入需求大、非标准金融产品需求
大的情况，牵头海峡银行等 29 家单位组建了
涉海金融产业联盟，综合运用银行、保险、保
理和金融租赁等方式，统筹解决涉海企业的
资金融通需求。

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数字经济与海洋经
济高质量融合发展，将孕育出“智慧海洋”的
新图景。当前，高地正在筹建东南海洋大数据
项目，并已获得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及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东海航运中心的数据支持。海量
数据的获取与共享，将孕育出“智慧海洋”的
新图景。

截至目前，该创新高地已入驻55家涉海企
业，包括中船蓝荟、申昊科技等海洋龙头企业。

作为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
昊科技长期深耕人工智能、传感器、机器人、
大数据分析等领域，有着行业领先的技术优
势和成果转化能力，近几年，申昊科技在海洋
领域持续加大投资研发力度，不断推出“高精
尖”海洋装备。

去年 11 月，申昊科技的福建总部——福
建申昊正式入驻海洋经济科创高地。

“乘着 2023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的东风，我
们关注到了福州。”吴海腾说，福州及鼓楼区
在海洋经济规划、人工智能、交通规划等方面
的政策，让福建申昊看到水下高端装备的巨
大发展机遇，于是决定入驻这里。

“我们将充分运用这一优势平台，结合好
政策、人才、产业体系优势，进一步提升申昊
科技的水下高端装备技术实力。”吴海腾表
示，公司将依托“海上福州”桥头堡的建设步
伐，沿海上丝绸之路，推动海洋经济向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

福州科创走廊加快海洋经济新赛道布局福州科创走廊加快海洋经济新赛道布局，，赋能智慧海洋赋能智慧海洋——

““蓝色动能蓝色动能””风起帆张风起帆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珂珂

东南之滨，一座座海洋牧场充满生机，一项项海工重器挺进“深
蓝”……向海洋要粮食、要动力、要未来，八闽渔歌传唱、产业正夯，奏响
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福州的优势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在于江海，
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20 世纪 90 年代初，福州绘就了“海上福州”的宏
伟蓝图。30多年后，这些“向海进军”的宣言和梦想，正一一照进现实。

2023年，福州渔业产值 691.85亿元、水产品产量 307.5万吨、海洋生产
总值 3250 亿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一、二、三名；已成功下水深远海养殖平
台 12台（套）……

伴海而生，拓海而荣。当全球城市都在转向海洋、逐梦深蓝时，面向
深海大洋新风口，2022 年，福州发布《福州市打造海洋经济科创高地实施

方案》，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优化海洋经济发
展格局，拓展蓝色发展空间。

筑梦深蓝，离不开“产业下海”，关键则在科技创新。
从顶层设计落子，福州科创走廊高标准打造海洋科创平台，陆海统

筹，围绕地域优势，在中心城区打造海洋经济科创高地，在沿海布局建设
海洋经济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的集中区，加快形成城市中心海洋科技创新
高地与沿海海洋经济产业集中区的“里+外”有机衔接，发展海洋产业新
赛道，为“海上福州”建设注入“蓝色动力”。

近 日 ，记 者 来 到 这“ 里 +外 ”格 局 中 的 鼓 楼 片 区 、连 江 县 ，探 访 海
洋经济科创高地、国家远洋渔业基地，一幅“海上福州”的新画卷赫然
在目。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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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现在，‘做装备’和‘搞渔业’的是两批人，科
研成果往往与市场及产业需求存在距离。”采访
中，谈到深远海养殖大平台科研攻关、技术迭代
面临的问题时，几家涉海企业不约而同地向记者
反映。

这需要突破成果转化关。长期以来，高校、科
研机构与地方、企业对接不充分，科研优势与产业
布局错位，海洋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不对称，
科研成果转化平台支撑能力不够等多种因素制
约，导致转化率较低。

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当前我省涉海涉水科
研机构在海洋工程装备技术上的研发还不足，高
校院所的共性技术也未充分聚焦在海洋工程装
备领域，研发力量小且分散，科研试验基础条件
较薄弱。

采访中，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要加强我省
涉海优势科研单位与重点海工装备企业的能力和
资源整合力度，协同国内外及省内外的创新资源，
打造协同创新中心，让不同技术路线之间相互借
鉴配合、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在相关特色领域布
局研发平台，加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通过“揭榜
挂帅”等科技机制，联合攻克“卡脖子”难题，形成

“1+1＞2”的效应。

海工装备技术迭代
需整合资源协同创新

□李 珂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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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造船厂自主建造的 7500 车位 LNG 双燃料汽车滚
装船 （受访单位供图）

“乾动”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 叶建隆 摄

乾动公司自主开发的蓝色大数据平台 本报记者 李珂 摄

申海创新实验室 叶建隆 摄

连江定海湾海域成功投放多台深远海养殖平台连江定海湾海域成功投放多台深远海养殖平台。。 杨柳州杨柳州 摄摄

申海创新实验室研制的水下视觉探测机
器人、水下声呐探测机器人等装置

（受访单位供图）

连江智慧渔业平台 本报记者 李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