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10 时许，晋
光路东山村路口，一
块标注“超级充电站”
的标识牌格外显眼。

游客张铭理驱车拐入东山村，顺着标识牌
很快找到了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将车子开进充
电车位，扫码、充电，张铭理则带着家人走进一
旁的休息室休憩。

“我们是从福州来泉州旅游的，车子刚出高
速路口就发现电量不多了，通过地图就近找到
了这里，很方便。”张铭理笑着说。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是东山村新近投用的集
体创收项目，首期建设 2 个 60kW、4 个 7kW 的
充电设备，并配套充电休息室。

“投资建设新能源充电站，一方面是解决村
民的充电需求，另一方面是希望利用毗邻牛山
高速路口的区位优势，探索新的集体经济创收
项目。”东山村党支部书记张谋独说。

东山村新能源充电站的投入运营，方便了
过境的司机，也为村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得益于新农村建设，东山村不少村民搬进
了村里的联建楼房。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普及，不少村民添置了新能源汽车。然而，日
常充电成了一大难题，大多村民只能到附近的
经营性充电站充电。

“这个充电站的投用，解决了村民私家车的
充电问题，也为建材市场的部分货运司机解决
了后顾之忧。”在东山村建材市场经营建材商行
的张谋禁说，以前，不少开新能源汽车的货运司
机经常“为电烦恼”；如今，司机们再也不怕车子
电量不足了。

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从依托磁灶建材
产业优势建设二级建材市场，到试点筹建光伏发
电项目，再到借力区位优势建设新能源充电站，
东山村在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实践，
力求实现多点开花，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张谋独介绍，首期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试
运营，预计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近10万元（人
民币，下同），“如果项目运营达到预期，村里还
将追加投入，扩大项目建设，力争打造成乡村集
体经济增收示范项目。”

此外，当前，东山村正大力推进250亩土地
流转，届时，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将迈上新台阶，
有望实现超100万元的目标。

本报记者 赖自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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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阙杨娜） 27
日，记者从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获悉，深沪湾、围头湾两个湾区获
评2024年福建省级美丽海湾，深
沪湾同时入选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近年来，晋江围绕贯彻落实
泉州市“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和晋江市海洋强市建
设专项规划，坚持陆海统筹、强
基固本、协同发力，持续强化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进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沪湾湾区围绕“水清滩
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建设
目标，以从山顶到海洋的一体化
系统治理为思路，通过实施工业
低碳绿色发展、流域综合治理、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监管等，推动
实现湾区持续扩绿增长、环境质
量不断改善、原真岸线持续保持

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不断提
升。立足于此，深沪湾湾区以纺
织业等支柱产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为引领，以高品质滨海旅游和
现代海洋渔业为带动，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建设
生态保育型美丽海湾，走出了一
条绿色转型之路。

围头湾湾区坚持产业繁荣与
生态环境保护并进、人海和谐与

绿色生态共融，打造“港、产、城、
人”一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格
局。作为围头湾的“内湾”海湾，
安海湾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首批
5000万元人民币省级专项资金。
此外，围头湾以打造绿色产业集
群为导向，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
产业进行优化升级，全方位推进
建设“绿色产业型”美丽海湾。

本报讯（记者 柯雅雅 董严
军）“往年一到夏天，这些皱纹盘
鲍都要到北方避暑。但今年，它
们可以在南方安心度夏了。”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金井镇南江村
的晋江福大鲍鱼水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大鲍鱼”），公司技
术总监、省级科技特派员、厦门大
学高级工程师骆轩博士迫不及待
地与记者分享喜讯。皱纹盘鲍不
用再去北方过“暑假”，意味着长
期以来困扰南方鲍鱼养殖产业发
展的一大技术瓶颈被成功突破。

骆轩口中所说的“皱纹盘
鲍”，是经过连续 8代精心选育，
具有生长速度快、耐高温能力强
等特性的皱纹盘鲍“福海1号”新
品种。

去年10月，皱纹盘鲍“福海1
号”成为经中国水产原种和良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由国务院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行推广的水
产新品种。通常情况下，一个新
品种（成型）要经过4代以上的培
育。“每一代需要2~3年，加上2~3
年的中试示范推广，算下来，最少
需要10年，才有机会申报国家级
的水产新品种。”骆轩说。

“从 2003年开始，经过我们
不断研究培育，‘福海 1号’与未
经选育的皱纹盘鲍相比，实现了
相同养殖条件下，耐温上限提高
1.56℃ 、24 月 龄 壳 长 增 加
14.19%。”骆轩说，1.56℃看似不
起眼，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原来，皱纹盘鲍属于温带品
种，耐高温能力差。受生活习性
所限，其在中国南方海区开展周
年养殖时，存在度夏存活率低、暴
发性死亡现象频发的情况，这也
成为制约南方鲍鱼养殖产业发展
的一大技术瓶颈。

“皱纹盘鲍‘福海 1号’耐温
性的提升，让这一品种的鲍鱼适
宜在福建、广东等地人工可控的
海水水体（水温12℃~29℃、盐度
28~33）中养殖，有望为福建地区
鲍鱼养殖产业提供良种保障。”骆
轩表示。

耐温性的提升，是“福海 1
号”得以问世的关键。那么，如何
有效准确监测到温度对皱纹盘鲍
的影响呢？

骆轩所在的科研团队历经两
年时间，创建了一种基于鲍鱼心
率测定的耐温性状评测方法，通

过计算阿氏拐点温度（ABT）来评
估鲍鱼的耐温性能，并成功申请
发明专利。“简单来说，鲍鱼也有
心跳。我们团队通过监测温度对
盘鲍心率的影响，最终形成一套
评价体系，对选育出耐温性更好
的鲍鱼有很大帮助。”

去年，基于皱纹盘鲍“福海 1
号”设立的《耐高温皱纹盘鲍新品
种选育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

目成为福建省级区域发展项目。
该项目对已保有的皱纹盘鲍野生
群体和多个选育的养殖群体进行
严格的隔离养殖，进而建立完善
的基础种质资源体系，并开展继
代繁育保种工作。

“这个项目的有序开展，将对
鲍鱼养殖的品种选育产生积极影
响，对促进我省鲍鱼养殖产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骆轩说。

本报讯（记者 王诗伟） 27日，晋江市陈
埭镇乡村振兴促进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监）
事会就职典礼举行。

大会举行了陈埭镇乡村振兴促进会第一届
理（监）事会会长、监事长、秘书长、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授牌仪式。陈建恩任第一届理（监）事会
会长。

据悉，自陈埭镇乡村振兴促进会筹备以来，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截至目前，促进会累计筹
集资金 5286万元（人民币，下同），为乡村振兴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当天，还举行了陈埭镇2025年度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陈埭乡村全面振兴迈
出坚实的一步。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包括桂林村文化活
动中心、坊脚村敬老院、南霞美村集合式住宅、
陈埭中心小学新建教学综合楼、晋东老年人活
动中心、西坂文化活动中心、涵口村老人文化活
动中心、陈埭镇北片运动公园等。

据介绍，今年初以来，陈埭镇共策划实施
27个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预
计实现年增收18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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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纹盘鲍再也不用去北方避暑

陈埭镇乡村振兴促进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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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位于深沪湾湾区的深沪渔港在渔港建设、渔业产业调整等方面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秦越 摄

日期：5月23日 星期五 天气：晴
地点：晋江磁灶镇东山村

本报讯（记者 柯国笠）日
前，2024年度“安踏茁壮公益教
育基金”颁奖仪式在厦门大学举
行。现场，安踏集团对外发布厦门
大学“安踏茁壮公益教育基金”运
行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度、
2024年度，“安踏茁壮公益教育基
金”共计支出1589.6万元（人民币，
下同），受益师生达3031人，形成了

“奖优助困+创新支持+应急保障”
的全方位公益模式，助力学生成
长、学术研究与实践创新，实现了
教育公平与人才发展的长期价值。

据悉，厦门大学“安踏茁壮公
益教育基金”由丁世忠于厦门大
学百年校庆时发起，获得安踏集

团与集团创始人家族出资设立的
福建省和敏慈善基金会联合捐资
5000 万元的支持。2023 年 7 月
10日，在安踏集团上市 16周年、
安踏集团公益日之际，该教育基
金正式启动。该基金以“助学金”

“奖学金”“创新奖金”三大主要捐
赠方向为核心内容，旨在推动嘉
庚精神与“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
深度融合，鼓励厦门大学学子不
断提升学术水平、深入科研创新，
助力厦门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其中，“安踏奖学金”是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
社会捐赠奖学金中，奖助力度最
大的项目。“安踏奖学金”通过“奖

优+赋能”的模式，为厦门大学培
养高层次商科、医科人才提供了
有力支持。“安踏创新奖学金”覆
盖竞赛、论文、创新、创业等多维
度，是厦门大学覆盖面最广的创
新激励项目之一。该奖学金通过

“竞赛+科研+创业”的全方位激励
体系，有效激发了厦大师生的创
新活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注
入强劲动力，成为校企协同育人
的典范项目。“安踏和敏助学金”
旨在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是厦门大学年度资助总额
最高、资助范围最广的助学金。
该助学金年度资助总额为 300万
元，有效资助学生学费、生活费等

刚性需求，资助成效显著。此外，
“安踏和敏爱心急救金”作为厦门
大学年度资助力度最大的学生急
救金和唯一教职工急救金，填补了
教职工专项救助空白，构建了师生
一体化应急保障体系。

目前，厦门大学“安踏茁壮公
益教育基金”通过“多维激励+精准
支持”的多元资助体系，以企业责
任反哺教育，以公益项目赋能人才
长远发展，激励学子以学术为基、
公益为行，构建“公益资助—教育
改革—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成
为厦门大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推动力，彰
显了长期的社会价值。

厦门大学“安踏茁壮公益教育基金”运行两年

累计惠及师生超3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