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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近日，由福安市船舶企业自主设计制
造的新一代滚装客轮塞拉利昂籍“大德5”
在宁德口岸赛江港区完成边防检查手续
后，开航奔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印度尼
西亚。

在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赛江航道
上，这样的场景已是常态。作为闽东第一
大河，赛江发源于闽浙两省交界处的洞宫
山脉，河流总长 868 千米，流域面积 5549
平方千米，其下游接纳富春溪、穆阳溪、茜
洋溪，自白马门汇入茫茫大海。得益于丰
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避风港湾，在这条
航道上，自古舟楫往来不绝，不仅促进了
沿江地区经济发展，也孕育了独特的海洋
文化。

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福安人用自己
的勤劳与智慧，在赛江河道上创造了不同
的精彩：从这里制造的船舶扬帆远航、从
这里生产的坦洋工夫红茶漂洋过海、从这
里生产的不锈钢产品远销海内外，铸造了
中国民间船舶修造基地、中国红茶之都、
全球单体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及深加工基
地等一张张靓丽名片。

航道疏浚 古港启航

在福州市庆城路的闽王祠内，屹立着
一块唐代的石碑，记录着闽王王审知治闽
期间的军事、政治、对外贸易等情况，被称
为唐代遗存至今的“天下四大碑之一”。
碑文记载，898 年，王审知为免遭狂风波
涛、船只覆溺的灾祸，下令凿去位于黄崎
航道中梗舟之巨石，保障船舶航行畅通。

黄崎港即甘棠港，位于赛江下游出海
口，是福建北部沿海最大的天然港。这里
地处福州和温州海路中间，成为北航海船
中继和避风的理想之地。同时，黄崎港延
伸闽东北等地大小三十多处码头，是闽东
北和浙南物资集散地。

“当时黄崎港只能进出小船，想要发
展海上贸易，必须疏通航道。”原福建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史志研究
所所长卢美松介绍，唐昭宗光化元年（898
年），王审知决定疏凿港道，前后历时超六
年才得以疏浚。

据记载，疏浚后的黄崎港航道帆樯林
立、千舸锚泊，南来北往的船只装载着丝
绸、瓷器、茶叶等物资在这里中继休整、装
卸过驳，商船可远赴日本、新罗等地开展
对外贸易。“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起点，作为北航海船中继的重要港
口，黄崎港在推动福建海上交通和远洋航
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卢美松介绍。

海上往来，离不开码头。位于黄崎港
上游的赛岐港，因潮差大、腹地开阔，清末
民初，港内就建有码头、长驳岸等物资中
转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在
宁德三都澳设立福海关，此后由闽东北内
陆运出的土特产先集中到赛岐码头，后用
木船运送至三都，再运往福州等地。“当时
三都腹地小，不易于人员和物资集聚，所
以它始终是一个中转港，但它却间接促进

了赛岐港经济的发展。”原宁德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缪品枚介绍。

港口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码头搬运行
业。“旧时，许多船只在赛岐古港码头（大座
头）装卸货物，搬运商品需要大量劳动力，
当时赛岐搬运公司就有 500 多个搬运工。
90年代，货物多的时候，他们一天能挣上百
元。”现年 58 岁的赛岐镇和平街居民高少
华对旧时赛岐码头的繁华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赛岐和平街内仍保留着几
栋砖木结构的骑楼，骑楼下 2 米多宽的廊
道避雨又遮阳。“这种楼店廊道，便于下雨
天进货、留客。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这条街市上的100多间骑楼商铺全部都有
开，当时外地人流传着‘不识福安城，只知
赛岐街’。”高少华介绍。史料也对此有过
描写，“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商业之
盛，俨如大邑。”

船业兴起 扬帆海外

随着黄崎港的疏浚，赛江航道上桅杆
林立，舟楫穿梭，浙南、闽东北的茶、瓷制
品等经赛江河道汇集至黄崎港装船销往
海外，大大推动了船舶业的发展。

赛岐镇长岐村以造船闻名，该村有文
献记载的造船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嘉靖年
间。据《福建运司志》记载，明嘉靖以后，
政府对盐政制度进行改革，革除包装通
例，改用船舱散装。“根据船舶的体积来称
盐的重量，这种方法虽然简便易行，但对
运盐的船提出了标准化要求。”福安文史
专家李健民介绍，为了制造“一式溪船”，
明政府对不同型号船的阔、长、深都订立
了严格标准。据《福安县志》记载，新制先
从黄崎盐运分司开始，三年后，盐运分司
迁往长岐，建造标准化溪船的业务也随即
转向长岐，这为长岐村的造船业发展带来
了极好的机遇。

“以前，村里造的船只大部分是本港
本澳渔民的木船。”宁德市建港海洋装备
有限公司总经理尤长智介绍，“据家族族
谱记载，清乾隆年间，祖上‘尤蔡三公’开
始造船，200多年来，家族8代人一直延续
着造船事业。”在其叔叔尤文炳家中至今
保留着一枚堂号铁印。“堂号铁印是做记
号用的，船造完就用蘸满墨汁的堂号铁印
敲上一个记号，表明造船所有者和质量承
诺。这枚铁印已经在家族传承了 100 多

年，是木质造船年代辉煌家业的象征。”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现代技术的发

展，赛江沿岸民营船舶修造行业异军突
起，铁壳船修造日益红火。“赛江沿岸基岩
坚实，为建设船坞船台、发展船舶产业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福安市船舶
行业协会会长张清洁介绍，上世纪 90 年
代，赛江沿岸船舶修造企业达 40 多家，相
关从业人员6.5万多人，年造船能力达110
万吨，跻身福建四大船舶修造基地、全国
民间船舶交易市场。

尤长智家族抓住船舶转型机遇，于
1988 年创办了全省第一家民营造船企
业——福安县赛江造船厂，并造出了第一
艘铁壳船“富海油1号”。“从造木船到铁壳
船，焊接技术尤为关键。”尤长智回忆说，
除了跟厂里的焊接师傅学习，他们还外出
培训考证。在焊接技术难关攻克后，这家
船企深耕铁壳船制造，在船线型设计等方
面均取得突破。

从木船到铁壳船，再到如今紧扣“双
碳”战略，发力电动船舶研发制造，长岐村
的造船业浓缩着赛江船业的发展历程。
初秋时节，笔者在宁德市建港海洋装备有
限公司看到，车间内，机器轰鸣、焊花点
点；码头上，散货船、海工船等数艘船舶依
次排开。“目前，公司正在建造21.5米长的
纯电动旅游观光船，该船以铝合金为原材
料，是公司在电动船舶市场迈出的又一实
质性步伐。”尤长智介绍。

迈入21世纪，福安船舶修造企业借力
海丝东风，加快研发滚装客轮、浮吊过驳
船、甲板驳、风电运维船等多品种规格、高
附加值的船型，出口至印度尼西亚、菲律
宾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动“福安造”
船舶走出去。“从‘修修补补’到‘造船出
海’、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福安船
舶业在发展中转型提升，产业集群效应日
益凸显。”张清洁说。目前，福安船企正发
力电动船舶制造，驶向电化百亿蓝海。

企业落户 古港不息

初秋时节，位于湾坞半岛的福建青拓
物流有限公司湾坞作业区码头泊位一派
繁忙，“VTCDLORY”号、“华源盛”号等多
艘万吨货轮靠泊进行装卸作业，运输车辆
穿梭如织，将不锈钢生产所需的镍矿等原
材料源源不断送往车间。

湾坞半岛位于白马港东岸，白马港水
深岸阔的水运优势和高效的码头装卸为
保障当地贸易供应链、产业链畅通提供了
有力支撑。从2008年落户湾坞半岛后，青
拓集团迅速“开枝散叶”，鼎信科技、青拓
实业、青拓物流、青拓设备等十余家子公
司蓬勃而生，并吸引了宏旺、甬金、克虏伯
等一批产业链重大项目在此集结，建成集
镍铁加工、不锈钢冶炼、棒材热轧、板材热
冷轧以及海运物流码头于一体的综合性
不锈钢新材料产业园，形成了“原料—冶
炼—热轧—冷轧深加工—不锈钢制品”不
锈钢全链条产业集群，青拓集团跻身全省
首家年产值超千亿的民营企业，湾坞半岛
崛起全球单体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及深加
工基地。

“福安优质的港口资源、四通八达的
区位优势是助推青拓集团快速发展的因
素之一。”青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海
洪坦言。为进一步畅通海运物资供应大
通道，青拓集团于2010年7月成立福建青
拓物流有限公司，先后在白马港湾坞作业
区兴建码头泊位 6 个，其中 12#、13#泊位
为 2019 年建造的 2 个 3.5 万吨级泊位，能
同时满足靠泊一艘5万吨级散货船和一艘
1万吨级杂货船。原辅料进港、产品出港、
物资出口等系列物流“一港”而解。

今年上半年，白马港共进出船舶9460
艘，完成货物吞吐量2042万吨。“白马港泊
位口岸的开放，不仅解决企业运输船只
多、进口货物多、码头泊位少的困扰，同
时，对进一步打通白马港区海运物流通
道，促进宁德港口岸扩大开放，全方位支
持宁德冶金新材料千亿产业集群的发展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宁德白马港海事
处处长李义表示。

白马港优越的海上运输条件和深水
岸线资源，不仅为主导产业畅通原材料供
应大动脉，还吸引江西省上饶市在这里

“飞地”建设出海港口，此外，斥资180多亿
元、总装容量 440 万千瓦的大唐宁德火电
厂也选址落户湾坞半岛，为当地产业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电力保障。据了解，作为闽
东地区规模最大港口，白马港于1985年与
香港通航，1997年对外籍轮船开放，目前，
该港可直航全国各主要港口，已成为国家
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 陈雅芳 吴庆堂 文/图

闽海赛江

潮落潮涨的“黄金水道”

9月17日，由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宁德市体育局、周宁县人
民政府承办的 2023 年福建省自行车联
赛（周宁站）暨第二届“鲤乡福境·云端周
宁”自行车公开赛在周宁县举行。数百
名自行车选手骑聚“云端周宁”，为观众
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运动盛宴。

本场比赛是 2023 年福建省自行车
联赛第四站，也是周宁县第二次举办福
建省自行车联赛。赛前还举行了荣誉骑
行活动，助力周宁省级文明县城创建。

本报记者 朱灵塬 摄

2023年福建省自行车
联赛（周宁站）圆满落幕

本报讯（记者 苏晶晶）9 月 19 日，市纪委监委
机关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部署会议，对机关和市委巡察机构开
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委主任邓伟斌作动员部署讲话。

会议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高站位认识主
题教育重大意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引领带动、监督保障宁德各级党员干部发自内
心拥戴核心、毫不动摇忠诚核心、坚定不移维护核
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使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成为闽东的鲜
明标识和厚重底色。要把握总要求硬任务，高质量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紧紧围绕“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和以学铸魂、以学增
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根本任务，“严准实稳”做
到在学思想中筑牢忠诚，在实调研中担当使命，在重
实践中抓好结合融合，在真改实改中纯洁思想、纯洁
组织，在总结经验中完善提高，有力有序推进主题教
育。要系统谋划好实施好，高标准落实责任确保主
题教育见行见效。充分发挥政治机关优势，坚持目
标牵引、树立全局观念、加强整体谋划、精心组织实
施，确保高标准开展、高水平推进。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9 月 20 日上午，2023 年
全国科普日宁德市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蕉城区先锋
广场举行。活动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助力科技自
立自强”为主题，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等20家单位
主办。副市长包江苏及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大家共同观看了科普工作宣传片
以及精彩的火山喷发、液氮大爆炸等舞台科学表演
秀，有关领导分别为 2023 年宁德市科普基地、科普
特色学校、优秀科技辅导员和宁德市科技馆分馆授
牌或颁发证书，并举行了 2023 年宁德市“科普乡村
行、点燃科学梦”活动科学实验资源包捐赠仪式。活
动现场还设置了主承办单位科普宣传区、学会（协
会）科普宣传区、科普（教育）基地展区、闽东科技人
物展区，进一步宣传应急救护、防灾减灾、前沿科技
等知识，并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糖、血压、血型和中
医药特色疗法服务，受到了广泛欢迎。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开展科普宁德讲坛、科普乡
村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科技辅导员培训等活
动，进一步延伸科普触角，为市民群众提供优质多
元、触手可及的科普体验。

本报讯（张文奎 汤文娟）9月19日，省道207线
浦源至纯池段公路正式通车，标志着周宁县 9 个乡
镇半小时交通圈真正形成，将极大方便沿途7.2万群
众的生产生活。

省道207线浦源至纯池段公路是国省干线纵三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打通该县西北老区通往
县中心城区和宁德港区的便捷通道，改善城乡交通
条件，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激活优势特色资源。纵三
线周宁县境内规划里程 71 公里，总投资约 14 亿余
元，是连接寿宁县、打通浙西南的重要要道，是浙西
南与闽东北老区加快接入福建东南沿海建设步伐的
主要通道，对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周宁县紧紧围绕“对外快速连通，对内
全面畅通”目标，把交通补短板作为统筹城乡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战略举措，大力实施国省干线
建设工程，新增宁武高速、纵三线（南段）和衢宁铁路
三条“出县”通道，环城北路、仙风大道等主次干道建
成通车，全县通车里程达951公里，为周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同时，带动全县
46个旅游点客流量，真正实现了“车在路上行，人在
画中游”。2023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219.7万
人次，比增 35.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6.3 亿元，比
增49.6%。

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部署会议

2023 年全国科普日宁德市主场活动启动

省道207线周宁浦源至纯池段通车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日前，宁德市生态环境
局、宁德市寿宁生态环境局、寿宁县林业局开展联合
执法检查，严厉打击涉自然保护地环境违法行为。
在市县联动部门协同执法中，发现一起寿宁县南山
顶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存在拓宽道路和筑坝的违法行
为。该线索为我市落实《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协作联动工作办法》以来，首批由林业部门
移交生态环境部门的自然保护地环境违法线索之
一，并由线索转入立案审查的首起案例。

我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根据线索检查发现，当
事人翟某某为了取用生活用水，未经批准擅自在南
山顶风景区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龙岩寺附近进行道路
拓宽和水潭加固，在实施道路修整和水潭加固的过
程中对部分原有植物进行了破坏清除。翟某某的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
六条“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
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

次日，宁德市寿宁生态环境局下达责令改正决
定书，并对翟某某及保护区周边群众进行了普法宣
传。经过宣传教育，翟某某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行为，表示会按照要求认真整改，采取补救措施，
尽可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下一步，我市市县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将继续按
照“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要求，协同合作，
严厉打击涉自然保护地违法行为，妥善处理好自然
保护地建设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产生活的
关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筑牢区域生态安
全屏障。

我市生态环境部门查处首起
自然保护区环境违法案件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9 月 18 日至
19 日，2023 年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营
暨第十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 赛（乡 村 振 兴 专 项）在 山 东 潍 坊 举
办。我市青年毛华磊、王润家、程堪蜀
自主创业项目《乡野艺校——以文教助
力乡村振兴》，荣获乡村振兴专项成长
组“铜奖”。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

2020 年 1 月 7 日，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
毕业生毛华磊和王润家在屏南县屏城乡
前汾溪村创办了“乡野艺校”公益品牌，
并成立工作室。乡野艺校以美育实现艺
术生活为宗旨，以城乡儿童共享智慧为
目标，以丈量、整理、想象、建设为工作方
法，主要从焕发社区生活力和乡村艺术
教育两方面，在当地开展一系列公益性
美育活动，并以审美教育、人才培训、美

育研学等方面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跨
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协同融合，在当
地展开社会美育实践，以文教助力乡村
振兴。目前，乡村美育课堂在前汾溪村
开展了 177 次公益美育课堂和活动，受
益 3 万人次，创造艺术作品 2000 余件。
研学 62 批，受益 8000 人次，创收 24 万
元。不仅如此，项目还积极通过打造文
创品牌助农增收。打造“阿土的米”“汾

溪的橙”“汾溪地瓜粉”等品牌，帮助村民
销售脐橙、地瓜粉、豆干、板栗、竹笋、李
子等农产品。

乡野艺校将致力于探索未来美育的
可能性，践行未来美育的有效路径，以求
城乡儿童共享智慧，共生自信，共生美
好。并将通过打造闽东案例，形成可复制
的样板，培育更多乡村美育人才，为文化
振兴贡献力量。

我市青年自主创业项目获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赛江出海口赛江出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