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瑜）6 月 20 日，在蕉城区三都
渡口码头，三都澳海事处、三都镇政府、蕉城区海洋
与渔业局、海警蕉城工作站联合对非法载客的乡镇

“非标”船舶“蕉三孟澳0045”进行拆解。
据悉，5 月 11 日，三都澳海事处、三都镇政府

等在城澳饵料市场水域开展联合执法时发现“蕉
三孟澳 0045”非法载运数名旅客，存在未取得运
输许可证擅自从事营业性运输、无有效船舶适航
证书等重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即进行制止，
并在安全疏散搭乘旅客后，将违法船舶现场移交
三都镇政府，并由其暂扣指定地点。为彻底消除
安全隐患，三都澳海事处全力配合三都镇政府对
船东进行多次普法警示教育，最终该船船东选择
主动配合拆解。

“乡镇‘非标’船舶的主要用途是渔业辅助生产，
未经水运管理部门或体育部门等行业管理部门批准，
私自进行渡运、旅游、观光等休闲娱乐活动，存在极大
安全隐患。”三都澳海事处执法人员张小燕介绍。

今年以来，为护航辖区水上交通安全，蕉城区持续
开展“封港清查”行动，共出动船艇18艘、无人机2架次、
执法人员400余人，查获违法“非标”船14艘，拆解2艘。

下一步，宁德海事部门将构建与各涉海职能部
门长效监管合作机制，加大对乡镇“非标”船舶非法
载客打击整治力度，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开展政
策宣导和安全宣教，教育引导船舶船东树立安全意
识，进一步稳定辖区渡运、客运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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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网宁德供电公司通过新建蕉城中学台
区型微电网，进一步加强配变供电可靠性，全面助力
中考期间电力供应。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用电量大
幅度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建设台区型微电
网。据了解，台区型微电网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是指
在一个台区内，通过光伏、储能等多种能源互补的方
式，将电力供应、能源储备、电网调度、能源管理等多
种功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型、分布式的电网系
统，通过此种方式，可以在保证电力供应的同时，促
进光伏消纳、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面对逐步攀升的气温，作为中考指定考点的蕉城
中学，电网负荷压力也随之增大，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也
面临着考验。中考期间，台区型微电网将利用多种能
源互补的方式，确保当一个能源出现故障时，其他能源
可以立即进行补充。同时，通过能源储备来应对电力
需求的峰值，以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台区型微电网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力供应模式，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能为中考保供电提供有
效的支持。”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该公司将利
用台区型微电网分布式的特点，为生产、居民生活等
提供可靠的电力支持，并与智能电网、光伏发电等新能
源技术结合，为城
市的能源转型提供
有力的支持。
□ 姜南昵 缪健锋

国网宁德供电公司：

新型微电网技术助力中考保供电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6月20
日，柘荣县楮坪乡组织青年志愿者到茶湾村，与畲族
同胞一起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主题活动，通
过包五节粽、洒雄黄酒、挂艾草等方式，近距离体验畲
族端午民俗，进一步了解畲族文化。 林心棋 摄

▲近日，市人社局联合蕉城区纪委、蕉南街道
荷园社区在新坪塔小区举办“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
园”端午节包粽子庆佳节活动。邻里欢聚一起包粽
子、唠家常，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本报讯（记者 叶陈芬 通讯员 潘其胜）日前，记
者从市卫健委获悉，全市卫健系统共72个卫生健康
领域科研项目获批 2022 年度宁德市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项目，立项扶持资金达 260.57 万元，成为我市
首批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卫生和健康领域）。

“我们的‘自噬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血管新生
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项目获2022年度宁德市自然科
学基金立项，补助经费4.81万元，目前经费已全部到
位。”市医院眼科主任张招德介绍，这笔经费主要用于
科研工作能力提升和科研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此次获批的市级项目是宁德市自然科学基金
联合项目首批开放的卫生与健康领域项目，2022年8
月，市卫健委联合市科技局印发《关于组织申报2022
年度宁德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卫生和健康领
域）通知》，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等
15个单位共申报96个项目，经审核推荐、专家评审、
集体研究、项目公示等程序，最终遴选15个单位72
个项目获得立项。”市卫健委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卫生和健康领域
项目主要围绕公共卫生、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的行
业需求，重点支持精准治疗、中药现代化、医用材
料、体外诊断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申报
项目研发时间一般不超过3年，申报对象可在每年6
月至 7 月，登录市科技局网站“便民服务”“相关下
载”栏了解具体申报等相关信息，也可以致电市卫
健委科教科（0593-2299089）咨询相关政策。

近年来，市卫健委、市科技局高度重视医疗科研
工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将医疗
科研和人才培养摆在卫生健康事业的优先发展位
置，列为健康宁德建设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基础科研人才和团队，在医疗
科技创新体系上有新突破，在医疗救治服务上有新
作为，在医学人才培养上有新进展，在“医”“研”“教”
协同上有新提升，有力推动了我市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据统计，自2015年以来，我市已有118个
项目获批省自然科学基金卫生联合项目立项，立项
扶持资金累计达824万元，已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技术
成果，部分技术水平从“跟进”实现“领跑”。

我 市 卫 健 系 统 72 个 项 目
获批市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

宁德海事部门推动乡镇
“非标”船舶实施拆解

许多传统技艺，在年复一年的传统
节日中得以传承和保护，在寻常百姓的
烟火气中，焕发生机，福船技艺就是这样
一种温情的技艺。随着时代变迁，福船
虽然已经失去运输功能，但福船技艺却
在龙舟里得到运用。端午节来临之际，
记者走进漳湾福船“守”艺人，感受非遗
遇上传统节日的特殊魅力。

浪花在飞溅，龙舟在飞驰。在江两
岸的人山人海中，孩子高高坐在大人肩
上，胸前的蛋兜随着锣鼓呐喊声摇晃
着。每年端午节，漳湾海边渔村总会上
演这样热闹的场景，这是历代漳湾海边
人与命运搏斗，与自然抗争的顽强意志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沿海乡镇，福船，是这里的符
号，而龙舟与它异曲同工，有着与福船造
船史相同的年轮。

穿过老街，隐匿在江边的水密隔舱
福船制造基地传出阵阵机器锯磨木头的
声响。空气中散发的原木香味，地面散
落的木屑，都在记录造舟匠人刘朝忠连
日来的忙碌。

“每年端午前，我们便会在龙舟制造
或升级上下功夫，希望借助村里人血脉
中浓浓的龙舟情结，把祖辈留下的造船
技艺传承下去。”53岁的刘朝忠从小便承
袭父辈造船工艺，至今已延续了22代。

简易铁棚里，刘朝忠或拿墨斗弹线，
或测量船舱。这艘龙舟长17.6米、宽1.15
米，重350公斤，可容纳27人（24名划手、1
名掌舵人、2名锣鼓助威人），并不算大龙
舟。对待手工打磨出的这艘龙舟，刘朝忠
精确到每一毫米。他说这是一艘需要改
进的龙舟，去年已下过水，根据运动员的

“驾驶”体验，今年再做整改升级。
劈波斩浪的龙舟何以实现？
刘朝忠告诉记者，一艘龙舟由龙骨、

船舱、隔舱板、隔舱梁及龙头龙尾组成，
历经画图、选材、拼接、喷漆、试水等步骤
才算竣工，通常需要花费一个月时间制
造而成。至于龙头，一般是单独制作，在
下水仪式时才会登场。

造龙舟，最关键的是起固定作用的
龙骨。一艘好龙舟要兼顾稳固性和适航
性，龙骨越粗，船的稳固性越好，但船重
了，吃水太深又影响竞速。

“福船的船身厚度至少4厘米，而龙舟
船身厚度最多不能超过2厘米。龙舟作为

竞速船，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需更薄、更轻
的原材料，破水一定要快。”刘朝忠说。

刘朝忠指向隔舱板介绍，区别于福
船的水密隔舱，龙舟的每一块隔舱板底
部都开有水孔，在比赛时，进到船内的水
沿着两端高中间低的船舱流到船中心，
这样消水就快了。

破水要快，消水要好。如何去平衡龙
骨的搭构则是一艘龙舟制作工艺好坏的
关键。“龙骨是灵魂，造舟人心中都有一把
平衡尺。”刘朝忠紧握这把平衡尺，经过逐
代改良，漳湾龙舟相比过去，重量降低了，
吃水更浅了，破水、消水效果也更好了。

刘朝忠喜欢看自己的作品在江里风

驰电掣。“一般要提前半个月把龙舟做
好，再下到江里‘试驾’，有时候我也会亲
自为它试水。”龙舟就像他的“孩子”，看
着一条龙舟的“显形”，再看它慢慢下水，
他成就感十足。

在刘朝忠的家中有间造船室，他常
常在这里画图纸到深夜，闲下来的时候，
还会做些舟船模型。“造船前我会把图纸
按照4∶1精准的比例画好，这是一项精细
的手艺活，不容有半点差错。”从小就有
造船梦的刘朝忠如今已梦想成真。

在漳湾，精准掌握造舟船这门技艺
的手艺人都年岁已高，刘朝忠算晚辈。

“传承”是这些造船者最常提起的词汇。
之所以还在坚守，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子
孙后代忘记古老福船的样子。

“手工造船耗时长、效率低，很多地
方已经用玻璃钢做船了，木船的订单量
急剧下降。”看着屋子里随处可见的造船
器具，刘朝忠忧虑地感慨道。受现代造
船技术和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木船已
基本被玻璃钢船淘汰。

2008 年，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船技艺面临着
时代挑战，保护和传承这一古老的福船
制造技艺任重而道远。

千百年来，漳湾福船承载着闽东渔
人乘风破浪。如今，造船业机械化程度
越来越高，但刘朝忠的手工福船模型依
然深受木船爱好者的喜爱。他希望更多
年轻人近距离感受福船技艺的魅力，将
福船技艺传承延续下去。
□ 本报记者张文奎通讯员阮传龙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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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湾“守”艺人：

装载在龙舟里的福船技艺

邻里和谐，共促文明。6月20日，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福建宁德农村商业银行联合蕉城区城南
镇中融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2023年端午送“福”包粽子主题活动，邀请居民一起包粽子，感
受传统节日魅力，增进邻里感情。 本报记者 陈容 摄

端午送“福”共度佳节

▲6月20日，蕉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组织
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粽香情浓迎端午·
敬老助老过佳节”主题活动，此次活动由蕉城区民
政局、蕉城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主办。

本报记者 张文奎 摄

刘朝忠切割杉木船板原料刘朝忠切割杉木船板原料

6 月 20 日，柘荣县靴岭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粽享欢乐 传承文化”主题活动。在欢乐、
祥和、安康、文明的节日氛围中，大家通过灯谜普法·与法同行、飞鸽传书·不忘初心、以法作笔·牢记
使命、翻山越岭·严守底线、剪之技艺·法之要义、粽叶飘香等活动，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传承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袁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