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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造船厂建造的我国首艘
装载国产化科考装备的载人深潜
器支持保障母船“探索二号”，助
力“奋斗者”号深载人潜水器完成
万米深潜的科考任务；全球首台
1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成
功并网发电，海上风电装备加速
领跑世界；全国首台半潜式渔旅
融合深海养殖科创平台“闽投 1
号”投产运营，“蓝色粮仓”从近
海逐步推向广袤的深远海……放
眼福州，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一
线，处处焕发出蓬勃生机。

海洋是福州发展的一大优
势，耕海探洋的步伐迈得快不快、
远不远，同现代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我
市打响海上福州国际品牌，加快
推动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着力发
展海洋船舶、海上风电装备、深海
养殖装备等高端产品，“福州造”
不断拓展海上福州建设新空间，

“蓝色引擎”动能更加强劲。

抢抓发展机遇
船舶制造业驶出“新航迹”

今年以来，造船业很火。来
自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1~8月，全国造船完工
量 2798 万 载 重 吨 ，同 比 增 长
16.9%；新接订单量 5231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86.5%；手持订单量
1315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8.9%。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船
舶行业处于新周期起点，中国造
船企业在手订单饱满，预计未来
2~3年将迎来交船高峰。

造船市场的火热，也体现在
福州。今年上半年，福州市规上
船企工业产值 45.17亿元，同比增
长55.26%。

江海交汇，在连江粗芦岛上
矗立着一座现代化新厂区——福
建省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连
江新址。创办于1866年的马尾造
船厂，是我国最早的造船企业之
一。

近日，马尾造船建造的 7500
车 位 双 燃 料 汽 车 滚 装 船
（XSI463E）顺利上船台。该船总
长 199.9米，垂线间距离 195.6米，
型宽38米，型深14.8米，主要用于
装运包括重型卡车在内的各型车
辆及包装类危险品，并且能够在
11层至13层甲板上运输以氢气和
天然气为燃料的新能源车。“作为
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旗
下企业，马尾造船的造船工艺受
到业界普遍认可，我们订购 12艘
7500 车位双燃料汽车滚装船，主
要服务于中国国产汽车出口，航
线将覆盖全球。”广州远海汽车船
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世武
说。

智能化、绿色化是全球造船

行业发展的方向。在东南造船公
司，已下水的 5000马力绿色智能
型新能源混合动力拖轮非常显
眼。这是国内首艘同时满足串联
式混合动力、绿色船舶、智能船舶
附加标志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拖
轮。“该船配置的锂电池组在纯电
航行模式下续航能力达2小时，可
满足单作业航次港区零排放、静
音航行等要求。”项目有关负责人
介绍。

据了解，福建船政重工及其
旗下的马尾造船、东南造船等骨
干企业瞄准市场动向，拓展电动
船舶、新型双燃料油化船、高附加
值海工船等，并积极与德国、东南
亚等船东对接项目订单。上半
年，平均每月交付2艘新船。

将视线转向福州罗源湾北
岸，福建华东船厂有限公司同样
一派繁忙景象。在船厂泊位上，
10多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
类船舶正在靠岸检修。“现在我们
的修船订单已经排起了队，目前
还源源不断有船东咨询船舶维修
事宜。”华东船厂行政人事总监陈
凤飞说。

近年来，福建华东船厂通过
错位竞争和优质服务完成逆势上
扬，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订
单。2022 年，华东船厂维修完工
船舶 229 艘，实现修船产值 10.49
亿元，同比增长 18.26%；今年上半
年超额完成目标，完成修船产值、
完工出厂船舶均超历史同期水
平。

“依托连江粗芦岛、罗源湾牛
坑湾/将军帽组团、闽台（福州）蓝
色经济产业园，福州市将以马尾
造船厂、东南造船厂、华东造船厂
等龙头企业，重点发展新能源电
动船舶、多用途海洋工程船、游艇

等产业。到 2025年，福州将粗芦
岛打造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船舶
修造基地。”市工信局相关人士表
示，目前，“福州造”深海采矿船、
海洋救助船、大马力工作拖船等
一批高附加值船舶的建造技术已
达国际领先水平，有力推动了福
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攻克“卡脖子”技术
海上风电科技创新策源地崛起

在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号角声
中，福州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也
在以自主研发为“舵”，突破“卡
脖子”技术，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征途中破浪前行。

不久前，全球首台 16兆瓦超
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上

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标志
着我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研发
制造及运营能力再上新台阶，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该台 16兆瓦风电机
组年均生产“绿电”超过6600万千
瓦时，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投产
的单机容量最大、叶轮直径最大、
单位兆瓦重量最轻的海上风电机
组。机组每转动一圈可发电 34.2
千瓦时，每年可输出超过 6600万
千瓦时的清洁电能，能够满足 3.6
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用电，
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2.2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约5.4万吨。

“这台机组在关键核心部件
上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长江三
峡集团福建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党委书记雷增卷说，长期
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国产化
水平较低，尤其是核心部件主轴
承、超长叶片长期对外依赖。此
次在风机主轴承、叶片和传动链
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主轴轴承是风电机组核心
部件，素有风电机组心脏之称。”
三峡集团福建公司工程管理部负
责人周兴政说，此前由于主轴轴
承技术壁垒高，风机主轴轴承主
要依赖进口。此次金风科技联合
洛阳轴承协同创新，历时 9 个多
月，外径可达 3.2米的主轴轴承顺
利下线交付，实现了国产替代。

大块头更有大智慧。“机组全
面实现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牵头
叶片研发的金风科技研发中心工
程师袁渊说，遍布整机的数百个
传感器和机舱上的激光雷达可以
感知温度、湿度、风速等信息，数
字化跟踪机组的运行状态，在恶
劣气象条件下，还能通过机组自
身的智慧“大脑”，进行风机角度、

功率的调节。
风从海上来，潮起正扬帆。

从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落地，到
打造国际一流风电产业集群，福
州仅用了数年时间。目前，福建
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已入驻
金风科技、东方风电、江苏中车、
中水电四局、LM（艾尔姆）叶片等
5家企业，均是国内乃至全球海上
风电产业链的关键企业。当前，
产业园已具备年产 300万千瓦风
机及主要零部件研发、生产、技术
服务的能力，成为我国海上风电
科技创新策源地。

推进“百台万吨”
争当全国深远海养殖的先行者

发展深远海养殖，装备和技
术是关键。在践行海洋强国战略

和“海上福州”发展战略背景之
下，福州大力推动深远海工业化
养殖，“百台万吨”深远海养殖工
程也应运而生。

金秋时节，蟹肥鱼鲜，连江渔
民利用智能化设施平台在深远海
养殖的“健身大黄鱼”丰收上市，
总数量达100多万条，总产量可达
1000多吨。

在连江县筱埕镇定海湾海
域，距离岸边3公里以外的海面上
屹立着“定海湾 1号”和“定海湾 2
号”两座智能化钢铁巨笼。渔民
卢统锋、吴传清等人忙着捕捞一
条条活蹦乱跳的成品大黄鱼。“大
丰收啦！我们两个平台差不多有
二十几万只，每只鱼都有 1.5公斤
左右。”卢统锋拿着一条 1.5 公斤
重、70厘米长的大黄鱼，兴奋地说
道，“像这么大的一条，可以卖
1000多块。”

2020年初下水的海上养殖平
台，有 4个篮球场大小，养殖水体
达到 1.5 万立方米以上。“现在可
以一键实现智慧养殖。”卢统锋按
下按钮，眼前长达 62米的庞然大
物开始翻转，潜藏在网箱底部的
大黄鱼纷纷跃出水面，“网笼可以
翻转，附着在上面的藤壶、海藻等
生物被定期晾晒清除，网眼通畅，
鱼儿活动、呼吸更自由，水产品品
质明显提升。”

在不远处，一个三四层楼高
的白色平台静静漂浮于海面，这
便是全国首台半潜式渔旅融合深
海养殖科创平台“闽投 1号”。这
座海上“大别墅”集合了声呐、光
学等多种探测技术，覆盖整个海
洋牧场，还能多维传输数据，研发
算法指导养殖生产。“在我们这
里，水温、水体环境、洋流扰动、投
料数量等数据都被准确记录，成
本控制精确到每一条鱼。”“闽投1
号”运营总负责人许航说。

渔旅融合也是“闽投 1号”的
发展方向。基于宽阔的甲板空间
和稳定的主体结构，“闽投1号”建
有海景客房、海上餐厅、智能会议
室等功能舱室，并配备海水淡化、
污水处理设备，实现养殖平台的
多功能及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向海图强，挺进深蓝。截至
目前，福州市已成功下水深远海
养殖平台11台（套），投放、投产数
居全国第一，一跃成为全国规模
最大的海上智慧牧场。从近海到
远海，从粗放到精细，从利企业到
惠民生，一场场深远海养殖试验
的成功，让福州海上“良田”愈发
肥沃，也让福州成为全国深远海
养殖的先行者。

“党报记者带你逛湿地”系列报道之二

我市人才可7折购买
两处限价房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市房管局、市人社
局近日发布公告，“凯佳·江南里”“保利云公
馆”配建的限价商品住房为2023年我市人才
限价商品住房，本批次两个项目限价商品住
房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保障家庭进行配售。

凯佳·江南里项目于 2022年 3月取得预
售许可证，共配建268套人才限价商品住房，
其中 46.7平方米户型 82套，57.3平方米户型
136套，67.6平方米户型50套。

保利云公馆项目于 2022年 10月取得预
售许可证，共配建人才限价商品住房307套，
其中：50平方米户型 66套，60平方米户型 88
套，70平方米户型153套。

凯佳·江南里限价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为
该项目其他商品住宅备案价为 27500元/平
方米（毛胚）的 70%，即均价为 19250元/平方
米。

保利云公馆限价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为该
项目其他商品住宅备案价 32480元/平方米
（毛胚）的70%，即均价为 22736元/平方米。

本批次两个项目限价商品住房面向符
合榕政综〔2020〕49 号文的 I 型（人才）保障
家庭及符合榕政办规〔2022〕6号文的 1型、2
型人才保障家庭进行配售。申购家庭可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申请保障资格时自主选
择户型。

12月 21日至 12月 27日，市人才集团将
牵头会同开发建设单位组织取得 I型（人才）
限价房申购资格的家庭开展统一的抽签（摇
号）销售。12月 28日至 31日，市国有房产中
心将牵头按照《“好年华 聚福州”人才住房保
障办法》有关规定组织 1型、2型人才家庭开
展选房配售工作。

长乐安置房建设
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陈琳）安置
房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时刻牵动着征
迁群众的心。为确保如期交付，“双节”假期，
长乐数百名施工人员放弃假期休息时间，奋
战在项目建设第一线。

昨日在福州新区临空新型显示标准化
（国际）园区东卓名郡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忙
着项目建设。塔吊现场带班汪国彪正顶着烈
日，手持对讲机指挥着塔吊工作。几分钟后，
巨大的塔吊在他的指挥下，将建筑材料平稳
吊装到高空施工区域。

和汪国彪一样坚守在项目一线的还有许
多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他们放弃
休息，为项目高效推进保驾护航。

“国庆期间，我们精心组织，做到机器不
停，工人不休，进度不减，每天约有 300人坚
守岗位，确保项目稳步推进，预计 11月份可
实现全面封顶，明年 10月份可以达到交付条
件。”项目负责人吴世兴说。

据了解，福州新区临空新型显示标准化
（国际）园区东卓名郡项目位于临空经济区长
鹏路东北侧、湖畔路西北侧地块，总投资 5.1
亿元，建设 11栋住宅及配套设施，住宅总户
数 496户。项目主要用于安置福米产业园项
目征迁的被征迁户。

不远处的福翔小区安置房项目建设现
场，同样是一番紧张快干的繁忙景象。“为了
让群众早日住上满意的安置房，我们国庆期
间不停工。我们将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每日安全巡查。”现场项目负责人邹祖亮告诉
记者。

罗源项目工地“不打烊”
假期招商引资不停步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刘舒婷
刘其燚）“现在到了收尾的关键阶段，用电量
大，大家一定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开开心心工作，中午给大家加餐。”昨日 6时
30分，在福州（台商）万洋众创城建设现场，
项目负责人黄铁军和往常一样准时召开晨
会。

福州（台商）万洋众创城位于福州台商
投资区松山片区，项目计划投资约 100 亿
元。园区建成后，将重点引进新能源、汽配、
金属制品等主导产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在不同区域
有序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期项目
分 4个批次施工，第一批的主体工程建设已
完成，正在推进内部装修装饰、水电安装等，
预计明年春节前完工。”项目建设工程部经
理陈斌介绍，“此次中秋、国庆假期，仍然有
16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为实现一、二批次建
设无缝衔接，奋战在建设一线。”陈斌说。

工地建设加速度，招商引资同样也在
“小步快跑”。“假期我们以轮值班形式面向
福州、宁德等周边市招商，同时瞄准浙江、
上海等地，围绕主导产业招引企业。”项目
招商总监杨永银说，园区侧重招引一批与周
边龙头企业存在深度融合关系的上下游企
业。截至目前，已有数十家企业达成入驻意
向。

“为保障各项目施工单位在假期安全生
产，节前，我们到企业进行安全生产走访，并
做好项目要素服务保障。”福州台商投资区
经济发展局局长赵新水说，下一步，将持续
优化服务，为企业在公司注册开立、投资项
目备案、惠企政策申报等方面提供“一站式”
全程代办，以优化营商“软环境”拼出发展

“硬实力”。

海工装备乘风破浪“蓝色引擎”动能澎湃
——福州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本报记者 颜澜萍

三峡海上风电产业园。本报记者 池远摄

增殖保护区设立38年来，长乐海蚌资源恢复持续向好——

细心呵护“西施舌”换得美味长流传
本报记者 宋亦敏

【湿地名片】

长乐漳港海蚌是我国海产品
中的珍品，又名“西施舌”，是中国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该品种在全
世界独一无二，只有在长乐漳港一
带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生态等
条件下，才能产出品质最优的海
蚌。

长乐海蚌资源增殖省级保护
区于1985年批准成立，2011年农业
部 1684号公告批准漳港西施舌省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升级为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14
年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重新修订
《福建省长乐海蚌增殖资源保护区
管理规定》。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针对西施
舌资源而设立的保护区，38年来，
长乐区政府、海洋与渔业局、保护

区管理处为有效贯彻落实法律法
规对保护区进行管理，保护区管理
处开展了保护、科研、育苗、宣教及
日常监管工作。2005年至2022年，
保护区内共放流人工培育的海蚌
幼贝近千万粒,有力促进了海蚌资
源的恢复。

【记者体验】

昨日，记者步入长乐海蚌公
园，一眼就能看到被设计成海蚌形
状的长乐海蚌馆。进入海蚌馆内
部，天蓝色和白色的装饰十分吸
睛，在柱式水族馆中惬意生活的海
蚌、严谨详尽的文字图片材料，将
海蚌保护故事娓娓道来。

“目前，海蚌馆中主要存有围
绕海蚌展开的各类文字、图片等档
案资料，还有部分投影设施光媒体
进行辅助展示。”长乐海蚌资源增
殖保护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有效

保护珍贵海蚌资源，近年来，长乐
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对原来的海
洋馆进行重新装修，并针对海蚌专
门建立独立的海蚌馆，后续海蚌馆
将向社会公众开放，希望能借此加
大对海蚌资源的保护和宣传力度。

移步换景，在海蚌公园内，清
风海啸犹在耳边，崭新面貌已在眼
前。“此次我们对长乐海蚌公园也
进行了改造升级，将在公园中融入
主题营地、研学线路、水上游玩、
live house 等多种玩法，通过打造
长乐海蚌公园及海蚌馆，使长乐海

蚌资源增殖保护区更好地进入公
众视野，成为一个融科研、生产、科
普、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多功能实
体。”该负责人介绍。

走出长乐海蚌公园，便与一片
美丽海滩不期而遇。此时临近傍
晚，在这片海滩上，游客们或是带
着网兜来抓鱼抓蟹，或是躺在沙滩
上看蓝天白云，还有不少人以岸边
的红白灯塔为背景拍照打卡。

“这里真的很好出片，回去路
上还能在三营澳大桥买点海鲜，再
尝尝漳港特色菜鸡汤汆海蚌。”游

客小李告诉记者，双节期间，这片定
位在“长乐海蚌公园”的海滩在各大
社交平台火速“出圈”，不少人前来
游玩打卡，为即将开放的长乐海蚌
公园及海蚌馆带来了不少人气。

【专家点评】

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林岗：

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设
立以来，长乐区（市）委区（市）政府
高度重视漳港海蚌的保护工作，以
漳港海蚌人工育苗、海蚌苗种增殖
放流、打击非法捕捞海蚌行为为抓
手，全方位加强漳港海蚌保护，深
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其间开展了3次海蚌
资源调查。

2017年以来，长乐利用生态补
偿资金扩大海蚌苗种增殖放流规
模，加大打击非法捕捞海蚌行为的
力度，海蚌资源量明显回升，生态
恢复向好。这些保护措施不仅保
护了海蚌资源，也使泥东风螺、等
边浅蛤、中国紫蛤、中国蛤蜊等长
乐特色贝类的资源量得以恢复，意
义重大。

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市林业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