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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汤海波 通讯员 王晓
真）近日，厦门港再添“国字号”荣誉——
在2023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暨第二届北
部湾绿色港口发展论坛上，厦门港海润码
头荣膺首批“中国智慧港口”称号，并获评
为“四星级”。

由中国港口协会组织进行的“智慧港
口”等级评价，围绕“一流的设施、一流的
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港口发展
目标，重点考查港口在智能管理、设施设
备、信息技术、数智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水
平。

据悉，海润码头此次获奖，主要是该
码头近年来实施一系列业界领先的智慧
港口改造项目并取得成效。比如，去年初
该码头作为全国首个全流程智能化改造
的传统集装箱码头，成功迎来试投产，升
级成为更智慧、更具科技感的远程操控

“无人码头”，码头智能生产管理系统与集

装箱智慧物流平台相融合，构建智能化的
全物流链体系。在该体系中，5G、区块
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得到充分应用，智慧赋能港口生产
运营模式升级创新，为业界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厦门港方案”。数据显示，升级

后的海润码头整体综合成本显著下降，综
合作业效率提高10%。

厦门港近年来先后获得“交通运输部
智慧港口示范工程”“亚太绿色港口”“四
星级-中国绿色港口”等多项荣誉，此番
再度摘得业内高级别奖项，“这充分说明

我们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工作已走在全国
前列，受到业界的肯定。”厦门港口管理局
负责人表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是厦门
港对发展港口先进生产力的一项探索与
实践，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守护绿
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建设世界一流
港口、实现港口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

《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规划》显示，我
市将着力智慧绿色发展，建设数字化智慧
港口，推动港口发展绿色升级。该负责人
说，当前厦门港已进入智慧绿色转型快车
道，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知识、技术、信
息、数据等生产要素投入，不断攻克“创新
深水区”的关键技术难点，实现关键技术
国产化，以创新引领发展、以智慧赋能发
展、以绿色支撑发展，积极打造智慧绿色
港口“厦门样本”。

同安举办技能培训班

水库移民就业创业
有“技”可施

本报讯（记者 林健华）近日，同安区2023年大中型
水库移民技能培训班正式开班，首场花卉技能培训在五
显镇上厝村大泉李雅芬大礼堂举办。五显镇上厝村、后
塘村、宋宅村等村70多名水库移民参加培训。

花卉苗木怎么养护？苗木移栽要注意什么？常见
植物病害怎么防治？培训现场，花卉专家黄楚湘从具体
问题入手，手把手指导“学生”深入了解花卉行业规则，
熟悉各种花卉分类知识、生长繁殖过程及花卉管理等相
关知识，助推移民群众发展富民产业。“学生”们表示，本
次学习内容干货满满，今后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
产生活中。

“学知识、强技能，促进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才能真
正‘移’出幸福生活。”同安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移民培训是全面实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中长期目标、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提高移民素质、增强就业能
力、促进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同安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加大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工作力度，以增加移民收入、改善库区民生为重
点，全面提升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本次活动由同安区农业农村局主办、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承办。

“2023中国边缘计算企业20强”揭晓

厦企网宿科技
成功入围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近日，由边缘计算社区发起
的“2023中国边缘计算企业20强”揭晓，研发总部设于
我市的网宿科技，凭借在边缘计算领域的技术领先优
势、丰富的产品生态、多行业实践等成果脱颖而出，榜上
有名，也是唯一入围的厦企。

目前，网宿科技实现了全球超过2800个节点资源
覆盖，规模位居行业前列，推出了针对零售、游戏、电子
商务、电商直播、融媒体等行业的加速安全解决方案。

同时，在2023企业上云暨算云融合产业大会上，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揭晓了首批可信算力云服务评估结
果，网宿科技“网宿边缘云原生算力平台”顺利通过认
证，成为业内唯一一家通过该项评估的服务商。

据介绍，该算力平台通过将计算能力从中心下沉到
边缘，靠近终端用户提供一体化的计算、网络、存储等服
务能力，可承载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等领域不同场
景下的边缘算力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AI时代，边缘平台将成为AI推理
任务完成的重要载体，网宿科技正在向边缘计算时代迈
进，其今年一季度持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实现净利增
长达84%。

“中国最具特色基金小镇TOP10”公布

杏林湾基金聚集区
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应洁）近日，投中信息发布“2022年度
投中榜单”（以下简称“投中榜”），厦门杏林湾基金聚集区
登上“2022年中国最具特色基金小镇TOP10”榜单，是福
建省唯一上榜的基金小镇，同期登榜的还有北京基金小
镇、东沙湖基金小镇、南京金鱼嘴基金街区等等。

此次杏林湾基金聚集区上榜，表明其行业认可度、
品牌显示度不断提升。杏林湾基金聚集区是集美区委
区政府重点打造的金融产业链服务平台，于2018年11
月正式揭牌，系厦门市首个基金聚集区。杏林湾基金聚
集区以“基金+基地”为双驱动，为股权投资类企业打造
覆盖“募投管退”全流程服务体系，截至2023年4月，杏
林湾基金聚集区内注册股权投资类企业824家，管理规
模超1810亿元。

据悉，“投中榜”是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第三
方权威机构投中信息连续17年作为独立第三方机构发
布的中国创业投资机构暨私募股权投资系列榜单。该
榜单以严格的标准进行榜单划分，以专业、权威和严谨
著称，因此又被称为国内股权投资行业的风向标，目前
是诸多大型机构LP的重要出资依据。

厦门钨业拟募资近40亿元

将在钨板块业务
扩充产能

本报讯（记者 李晓平）日前，厦门钨业发布公告称，
拟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40亿元，用于硬质合金切削工
具扩产项目、1000亿米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博白
县油麻坡钨钼矿建设项目等。

厦门钨业当前主要业务涵盖钨钼、稀土和能源新材
料三大板块，过去三年，钨钼板块一直是公司毛利率最
高、毛利贡献最大的业务。据了解，厦门钨业此次定增
募集资金将全部投向钨板块业务，以夯实其龙头地位。

近年来，厦门钨业硬质合金切削工具产品呈现产销
两旺的良好局面，尤其2020年以来，国产道具在高端场
景国产替代的趋势愈加明显。本次拟投建的硬质合金
切削工具扩产项目，将购置先进的压机、烧结炉、磨床、
涂层炉等设备，达产后将形成年产整体刀具产品200万
件、可转位刀片3000万件、超硬刀具170万件的生产能
力，相应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通用机械、新能源、
医疗设备等领域。项目建设期36个月，预计第1年实现
投产，第5年实现达产。

作为国内最大的光伏用钨丝供应商之一，目前，厦
门钨业光伏钨丝在建产能为600亿米，预计今年下半年
建成投产，不过，面对产业链下游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仍急需扩产。本次拟投建的光伏用钨丝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周期3年，预计在第三年、第五年实现投产、达产，
建成后将新增1000亿米光伏钨丝产能。

挖掘海洋资源 探寻新型酶开发
“海洋企业日”系列活动举行，推动厦门海洋产学研深度融合

厦门港再添“国字号”荣誉

海润码头跻身全国首批“智慧港口”

大海是地球上最大的微生物资
源库。作为自然资源部直属的国家
公益性综合型海洋科学研究机构，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
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然
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就开始开展
海洋微生物研发和海洋生物资源高
值化利用。近年来，该领域成果转
化不断突破，30余项成果实现转化
应用，与130余家单位开展产学研
合作，一批面向大众健康、营养、保

健的海洋功能食品、饮料、保健品，
以及医用级壳聚糖、岩藻黄质等原
料走向市场。

“我们将根据企业需求寻找新
型酶，一方面从我们所积累的海洋
微生物资源中进行筛选，另一方面
结合对海洋的深入调查研究，从深
海中获取新的资源。”自然资源部海
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海洋微
生物学科带头人、中国大洋深海生
物资源调查首席科学家邵宗泽研究
员表示。

可以提高免疫力、预防组织老
化的海参肽，可以淡斑防皱、增加
皮肤弹性的胶原三肽，可以改善记
忆力的牡蛎肽……活动现场，多种
从海洋微生物提取的新型酶制剂
产品亮相，让人直观感受到海洋微
生物酶制剂产品广阔的应用前景。

作为国内食源性活性肽的领
军企业之一，一阳生集团有限公司
自成立以来，聚焦微生物应用领
域，具有从菌种、发酵工艺到功能
验证全系列完整知识产权，是全国
首家通过海洋菌种转化酶制剂再
进而酶切蛋白制备活性多肽全产
业链的企业。

“这个技术链条打破了国内企
业在酶制剂和微生物菌种上对进
口产品的依赖，技术体系具有完整
的国内自主产权，可以完全实现进
口替代，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
具有很强的技术壁垒。”企业联合

创始人、总经理徐梅说道。
她表示，此次签约，双方将以

食源性蛋白质为底物，通过构建多
种功能模型，并结合海洋生物遗传
资源信息库，筛选出具有特定功能
的新型蛋白酶的菌种，进一步开展
对菌种驯化、产酶条件优化、酶的
结构解析，以及新型功能肽的结构
解析、质量标准建立等的研究。

据悉，合作双方下一步将从微
生物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
进行拓展，在广度上开发更多微生
物应用场景、更多微生物应用产
品，在深度上开展微生物应用的机
理、模型，以及新型蛋白酶、新资源
食品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双方将
在厦门市海洋发展局等有关部门
的支持下，构筑技术和产业的“朋
友圈”，推动成果转化落地，形成带
动广泛影响的“辐射圈”，助力厦门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

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李心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除署名外）

在生活中，鱼鳞、鱼皮大
多被当作厨余垃圾，通常一丢
了之。不过，利用生物发酵技
术，它们也能“变废为宝”，成
为护肤神器、健康食品。

5月23日，位于沙坡尾的
厦门海洋经济公共服务中心
举办“海洋企业日”系列活动，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与一阳生集团有限公司“携
手”，就“海洋菌高产新型蛋白
酶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合
作项目签约。

据悉，这场“海洋企业日”
由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厦门南
方海洋研究中心秘书处联合
举办，旨在助力厦门海洋企业
发展、合理开发海洋资源。

海洋微生物长期处于特殊极端的环境下生
存，因此进化出了独特的环境适应机制，它们产
生的各种物质往往具有结构新颖、活性多样的
特点。海洋微生物资源正以其特殊的价值，引
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目前，海洋微生物在新型活性物质筛选、工
业用极端酶与生物催化剂开发以及污染物生物
治理等各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深海微生物
资源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是各种新型酶的开发。

此次合作签约项目为“海洋菌高产新型蛋
白酶的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双方将利用海
洋菌开发新型蛋白酶，也就是以海洋菌种资源
库为基础，进行多场景应用开发，包括新资源食
品原料、家用环保产品（除臭、除油污、除甲醛
等）等其他海洋微生物应用。

本次签约合作是我市产学研合作的生动
案例。这一项目创新地提出以海洋微生物资
源为载体、以功能为导向进行高产新型蛋白
酶的菌株筛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入新型
酶的开发。

精耕大海，挖掘深海生物资源宝藏，厦门
涉海科研院所、企业正携手走向深海舞台的中
央。可以预见，随着项目合作的进一步深入，
深海蕴藏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生物资源，
将会更多地得到转化运用，助力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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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从海洋微生
物提取的新型酶制剂产
品引发关注。

▶一阳生集团有
限公司产品生产
过程。（受访单
位 供图）

▶一阳生集团
有限公司员工
查看产品。
（受访单位 供图）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与一阳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约现场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与一阳生集团有限公司签约现场。。

●升级“无人码头”
去年初该码头升级成为更智慧的远程操控“无

人码头”，实现船舶作业智能化、堆场作业自动化、平
面运输无人化。升级后的海润码头整体综合成本
显著下降，综合作业效率提高10%。

●提供“厦门港方案”
该码头构建智能化的全物

流链体系，为业界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厦门港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