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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厦门）有限公司需
要一批电脑零部件……”上午
11点，象屿综合保税区的DB
Schenker 全球物流仓库接到
指令。自动化库区里，四向穿
梭车精准搬运货物至出库接驳
位，电动叉车将货物搬运至新
能源配送货车上，直接运往工
厂进行组装。

作为全球领先的物流服务
商，全球物流主要为戴尔提供
VMI（供应链管理库存）服务。
全球物流仓储部高级主管李自
然介绍道，“在厦门，只要戴尔要
货，90分钟内物料就能直接上
线。”高效、精准的服务得益于综
合保税区通关与营商环境的不
断突破、创新。这是象屿综合保
税区推动数字化的缩影。

打造零碳园区，离不开数
字化的加持。在象屿综合保税
区，小到一个仓库，大到整个园
区，正推动数字转型，构建起一
张巨大的绿色网络。

在象屿综合保税区里，借
助厦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
台的优势，厦门港务物流有限
公司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
单位的系统数据对接，实现了
企业报关申报无纸化、监管智
能化、通关自动化，通过“一个
平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一
次放行”模式，大大提高了报关
与通关的效率。

今年4月，象屿综合保税
区非报关货物数字化试点平台
正式上线，该平台是建设物流
分拨中心与开展跨境电商等业

态的重要基础，配合智慧物流
平台等系统，能够真正实现物
流运输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
厦门港务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荔荔说，该平台上线后，非
保税货物不仅可以与保税货物
储存在同一仓库里，还可以通
过平台实现数字化监管，有效
节约运营成本，极大提升效率。

目前，象屿综合保税区已
实现连仓结网的效应，不仅提
高产品运输预测的准确性，还
通过推广智能化运输方式减少
空驶率，避免无效运输和重复
运输。据初步估算，在数字化
的助力下，目前园区整体运输
配送成本下降25%，能源
消耗下降20%，温室气体
排放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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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屿综合保税区1号仓
库的屋顶上，6606片太阳能光
伏发电板有序排列，沐浴着阳
光的它们闪闪发光，正将光能
转化为电能。

作为园区内最大的屋顶
“发电厂”，1号仓库太阳能光伏
发电板于今年国庆节安装完
成，面积为2.9万平方米，光伏
装机容量为3.6兆瓦，全年发电
量可超430万千瓦时。

这样的光伏发电板如今正
覆盖园区各个仓库屋顶。除了
1号仓库，3号仓库已建成1.5
兆瓦的光伏装机容量，全年发
电量超200万千瓦时；6号仓库

已建成 0.36 兆瓦光伏装机容
量，全年发电量超 48 万千瓦
时。5号仓库、8号仓库也即将
完成光伏发电板的铺设，预计
全年发电量超140万千瓦时。

“今年前八月，已建成的光
伏项目余电上网电量132.6万
千瓦时。”黄强介绍，园区利用闲
置的仓库屋顶空间，引进分布式
光伏发电，可为园区提供清洁能
源用电，有效降低园区能耗，构
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待园区所有仓库的光伏
设备全部装机并网后，整个园区
的光伏装机容量将达到6.72兆
瓦，全年发电量将达868万千瓦

时，可节约标准煤2734吨，实现
二氧化碳碳减排约8663吨。

当电网饱和时，光伏发的
电会不会白白浪费呢？象屿综
合保税区为了让“光尽其用”，
在 6 号仓库旁建设了储能电
站，占地20多平方米。

“它就像一个超大型的充
电宝，通过低谷时段充电、高峰
时段放电的方式，实现园区用
电的调峰填谷。整个充放电过
程都不会产生固体废弃物，零
碳排放，绿色环保。”黄强说，第
二座兆瓦级储能电站即将建
成，届时园区内可实现绿色电
能源的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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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屿综合保税区入口的
虎屿北路上，整齐排列的路灯
装有一块块小小的光伏板，利
用光能就能提供夜间照明。

进入园区，电动叉车、电动
托盘搬运车、电动物流运输车
等新能源物流装备成了“新
宠”。与传统使用柴油相比，它
们操作性能好，噪音小，没有尾
气排放，大幅减少污染排放。

……
在零碳理念的指引下，象

屿综合保税区的运营主体——
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司大
力推进绿色低碳设备替代工
作。厦门港务物流保税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黄强说，目前，高
效、节能的LED灯已替代传统
物流园区的金卤灯、钠灯等，全
部覆盖园区内办公区照明、仓
库照明等场所；节能型的工业
风扇和空气调节设备也已全面
替代原有的老式风扇，在降低
能耗的同时，有效解决仓库内
高温、闷热问题。

在园区里，一把小小的无
源锁，更是园区践行零碳理念
的生动案例。在港区光伏发电
站前，通往发电站的梯子被一
把无源锁牢牢锁住。仔细一
看，这把锁没有常见的锁孔，也
没有电池。要怎么开锁呢？厦

门自贸片区港务电力有限公司
业务部经理杨志民道出其中奥
秘——获得权限的开锁者只要
通过手机App，就可以实现即
时开锁。

“港口大多是潮湿、高盐
雾的环境，取电麻烦，现有常
用的电子门禁系统并不适
合。”杨志民说，使用了无线载
波供电技术的无源锁，集传
感、通信、无需电源于一体，锁
具不用电源就能开关，适应高
温、高湿、高盐碱等户外条件
使用，不仅安全智能防盗，在
使用过程中还做到零能耗、零
排放、零污染。

都市新闻A10 2022年10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黄艺斌 美编/骆颖玫

XIAMEN DAILY

厦公交管通〔2022〕67号

为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五条之规
定，决定调整思明区部分道路交通组织并增设、调换、更
新道路交通信号。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岭兜一里（前埔东路口-岭兜五路口路段）实行机
动车由西往东方向单向行驶，禁止机动车在该路段由东
往西方向行驶。

莲花中学（新校区）南侧道路（盈翠中路口-盈翠花
园小区门口）实行机动车由东往西方向单向行驶，禁止
机动车在该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

本通告自2022年11月3日0时起实行，请广大驾
驶人自觉遵守，合理选择出行道路，按该区域道路交通
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和
疏导，违者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10月26日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关于调整思明区岭兜一里等道路

交通组织的通告

厦公交管通〔2022〕66号

为规范道路停车秩序，缓解停车供需矛盾，完善停
车设施，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办法》第二十七条、《厦门经济特区机动车停车场
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会同相
关部门经过评估，拟增设、撤除思明区及湖里区部分道
路路内停车泊位，现予以公告。

一、在思明区增设349个路内停车泊位，其中东岳
二路70个，东坪山路23个,白鹿路19个，西应殿街13
个，香秀路14个,汇文西路（亿力花园小区北侧道路）41
个，思明检察院周边道路24个，上李农贸市场道路34
个，龙虎山路浅水湾小区周边道路29个，文灵西路40
个，龙虎山路上李社区周边道路8个，岭兜一里34个路
内停车泊位。

二、由于道路提升改造、交通组织调整、影响车辆及
行人通行、影响消防安全等原因，拟撤除思明区75个路
内停车泊位（其中建业路3个，文园路1个，曾厝垵北路
9个，金榜路10个，开元路33个,莲秀路19个）和湖里
区枋湖西路22个路内停车泊位。

增设、撤除停车泊位公告时间从2022年10月27日
起至2022年11月2日止，共7天。凡对拟增设或撤除
道路路内停车泊位路段、数量有意见者，可拨打电话
5866125联系反馈。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10月26日

厦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关于增设、
撤除思明区及湖里区部分道路路内

停车泊位位置和数量的公告

厦门大学成立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

拟设立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等若干个研究平台
本报讯（记者 佘峥 通讯员 杜筠 欧阳桂莲）厦大前天成

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要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贡献“厦大
智慧”。

厦大昨天对外发布的消息说，成立厦门大学中国式现代
化研究院，是厦大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提升服务
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研究院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深刻内
涵、建设目标、推进措施及地方实践等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
究，全方位多角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系统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道路、本质和规律，向世界传
播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价值。

研究院成立后，拟设立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中心、共同富裕研究中心等若干个研究平
台。

校方还进一步表示，未来，研究院将集中整合哲学、经济
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理学、工学、
医学等学科，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
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研究”等数十个主题
着手开展研究，并主动承接若干重大或标志性项目，深入调
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地方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贡献

“厦大智慧”。

发挥律师专业优势
赋能快递行业发展

市律师行业党委与市快递行业党委开展
共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琬钧 通讯员 胡雨阳）25日下午，市律
师行业党委与市快递行业党委共建暨“送法入企”活动启动
仪式举行。

活动中，市律师行业党委与市快递行业党委签订共建协
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党建提升、队伍建设、业务发展等
领域开展共建，为维护基层快递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促进快
递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作出更大贡献。在共办实事好事方面，
双方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收集汇总行业普遍关心的热点难
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共同研究活动计划、明确活动内
容和方式，结合学雷锋志愿服务月、“12·4”宪法宣传日等活
动，共同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进社区、进单位、进企业开展法
治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更好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协议签订后，作为共建内容之一的“送法入企”活动启
动仪式举行。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向快递企业代表
赠送《厦门法院关于新就业形态案件裁判观点集成及法律
汇编》，并开展“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法
律专题讲座。下一步，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新业态
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中心将以法律咨询、法治讲座、纠纷调
解等多种方式为快递企业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据悉，该中
心成立于9月23日，是福建省首家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法律
服务中心。

象屿综合保税区实现零碳排放

全国首个零碳综合保税区

减碳逐绿有妙招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见习记者 易婧
通讯员 周莹 曾宪松

图/本报记者 黄晓珍
园区里随处可见节能“神器”，不仅

有光伏路灯、节能型工业风扇等节能电
器，还有无源锁、电动叉车、电动堆高车
等新式装备；成片的仓库屋顶铺设了光
伏发电板，为园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
更神奇的是，用不完的电可以储存到巨
型“充电宝”里，不怕浪费……走进厦门
象屿综合保税区，先进、绿色的低碳产品
和技术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根据中国船级社碳中和评价认证，
今年1月1日至8月31日，象屿综合保
税区二氧化碳减排933.02吨，已实现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碳中和，象屿综合
保税区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零碳排放的
综合保税区。

一直以来，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领
导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全面落
实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发
挥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特区精神”，积
极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政策创新和实
践。除了打造零碳综合保税区外，厦门
自贸片区管委会与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同
推动环评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改革成果
惠及全市；探索试点“市政大管家”一体
化管养模式，全面提升自贸片区市政管
理水平，企业、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象屿综合保税区实现零碳排放的
妙招有哪些？今天让我们一起解码。

象屿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零碳排放的综合保税区象屿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零碳排放的综合保税区。。图为象屿综合保税区里仓库屋顶铺设了光伏发电板图为象屿综合保税区里仓库屋顶铺设了光伏发电板。。

▲象屿综合保税区通关与营商环
境不断突破创新。图为DB Schenker
全球物流仓库。

城市定位
厦门要当好排头兵

根据《纲要》，厦门要当好生态
省建设的排头兵，打造“海上花园”
城市；福州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打造人文荟萃的山水城市；泉州要
发挥多元文化特色，建设 21 世纪

“海丝名城”，其余各设区市和平潭
综合实验区也都明确了各自定位。

>>时间表
到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

示范省；
到2035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

示范省。

城市绿色空间
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

在城市绿色空间方面，我省计划通过集健身、休
闲、赏景等功能于一体的郊野公园、社区公园、“串珠
公园”、“口袋公园”的建设，构建大中小结合、系统联
通、分布均衡、特色鲜明的公园体系，实现“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

同时，全省各地还将优化完善城市绿心、绿楔、
绿环、绿廊等绿地布局，打造依山傍水、串联城乡、覆
盖全省的“万里福道”。

>>时间表
到2025年，城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85%以上；
到2035年，建成“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森林

城市体系，实现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近海亲水空间
打造国内一流品质

滨海风景道
我省计划以国道228福建境内段为

重点，打造视域景观优美、配套体系完
善、沿线体验丰富的国内一流品质的滨
海风景道，这条滨海风景道全长超过
1000 公里，沿途经过宁德、福州、莆田、
泉州、厦门、漳州等6座城市，将结合沿
线旅游资源，交通旅游服务体系设施将
与道路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同步完工。

>>时间表
预计到2035年，山海贯通、开放共

享的千里滨海风景道将高质量建成。

本报讯（记者 张珺）
深化生态省建设，打造美
丽中国示范省，福建有了
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昨日，省政府出台《深化
生态省建设 打造美丽福
建行动纲要（2021-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
明确，到2030年，我省将
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示范
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
美丽中国示范省，届时，
绿色繁荣、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将全面呈现。

根据《纲要》，美丽福
建行动将着力在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
美丽海湾、美丽园区和支
撑体系等6方面发力。

滨海风景道
将串起福厦泉等6城

我省出台纲要深化生态省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