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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光潋滟、鱼跃水面，1月20日，下
白石镇宁海村周边海域，“蓝海渔歌”海
上养殖综合整治展示平台管理人员龚仙群
正驾驶电动船舶，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渔
排旖旎风光。

“用上电动船舶，噪声小、无气味，
游客观感好。”龚仙群笑意连连，最让他
感到欣慰的是，每趟出游成本降低了不
少，“用柴油时，出游一趟，成本要20来
元，现在只要几元。”

电动船舶应用为宁海村打造“渔+
旅”新业态，建设“海上田园 多彩渔
村”增添了新动能。围绕建设“电动福
建”总体部署要求，依托地域船舶建造资
源基础和在电动化转型上先行一步的产业
优势，近年来，福安积极拓展电动船舶在
渔业中的应用场景，先后出台了《“电动
福安”船舶发展规划》《福安市开展12米
以下近港作业新能源船舶规范化先行先试

工作方案》等文件，为电动船舶产业链的
系统性发展和乡镇纳管“减一增一”船舶
新能源替代工作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同
时，引导船舶企业从“研发、配套、总
装”三端发力，在下白石海域建立试点，
开发试验各类满足沿海小船技术规则的电
动船型，探索传统近港作业船舶的新能源
替代技术路径、运营模式。

多管齐下，电动渔辅船在福安开花结
果。“2024年，我们推出了‘闽福安渔养
’系列电动渔辅船，目前已经完成9艘，

‘养’字头电动渔辅船在全国算首例。”市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梁介绍。

电动渔辅船最大难点在于 12 米以下
近港作业船舶入籍难。围绕堵点，福安与
中国船级社福州分社签订新能源船舶领域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福安区域生产、销
售、使用的电船提供图审、检验、发证、
管理、船舶区域性管控、示范基地阶段性

评价等服务。“目前，我们生产的电动渔
辅船通过中国船级社和上级海洋渔业、交
通运输部门认可，获得《沿海小船检验证
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和《渔
业船舶国籍证书》，成为国内首批纳入中
国渔政指挥系统管理的小型电动船舶。”
刘梁说。

电动渔辅船推广开来，配套设施不可
少。目前，福安已在沿海乡镇布局建设岸
电、渔排充电等基础设施，设置多个免费试
运行直流充电桩，让渔民在作业时能进行
快速充电。“用了一段时间电动渔辅船，好
处显而易见，随着充电设备日益完善，我现
在慢慢淘汰掉之前的柴油动力船舶。”下白
石镇宁海村村民林通勇连连称赞，并表示
向身边其他养殖户和渔民朋友推荐。

电动渔辅船日益普及，技术也在不断
迭代升级。目前，福安在电动渔辅船“三
电”系统中植入新技术，通过科技赋能，

保障渔民安全作业。“我们在‘三电’系
统中植入包含电动船舶电量、轨迹、充电
时间的管理系统，通过手机就能实时监测
船舶运行情况，实现线上管理，保障渔民
安全作业。”市船舶修造产业专班办公室
副主任余春介绍。

目前，福安已初步形成上游研发设
计，中游总装建造、“三电”系统研制、
运营基础配套和下游船舶应用的电动船舶
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但着眼未来，造价
高、受众购买意愿不强等问题仍成为电动
渔辅船进一步辐射开来的掣肘。如何破解
制约瓶颈，抢占电动船舶发展新赛道？

“围绕船舶产业链招商，以强链延链补链
降低建造成本，同时加强与技术机构合
作，提升船企生产工艺，与金融机构协
商，以细化的金融消费政策降低受众购买
门槛。”市工业和信息化服务中心主任李
宇轩表示。

先行先试 探索电动渔辅船应用“无人区”
□ 陈雅芳

近日，福安一中高三学生林
展丘正在准备高校特殊类型招生
的报名，他的自荐信上又增添了
一笔亮眼的履历。2024 年 8 月，
在第 38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林展丘和同校高二学生
宋连超的项目《智慧守护者：可
移动“稻草人”智能化保护与环
境监测》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
项目三等奖。

这样的成绩在这所学校不是
个例。作为一所县域中学，多年
来，福安一中在科学教育领域成
绩夺目：学生参加青少年创新大
赛、青少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
大赛、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等赛事获得全国、省、市奖项
67 项；物理、化学等学科教师
带领学生们开展自制教具、创新
实验器材开发，目前已申请获得
发明型专利1个、实用新型专利
20多个，软件著作权2项……在

“双减”背景下，学校如何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培养创新人才？

创建科创校本课程群

“灵感来自日常生活。”项目
牵头人林展丘向记者回忆，“高
一暑假回老家，爷爷种的菜不是
被鸟啄食，就是被野猪拱坏，尝
试了很多驱赶办法，都收效甚
微。我就想，能不能运用在学校
科创课上学到的知识，做个能驱
赶鸟兽的装置呢？”开学后，林
展丘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创意分享
给了同在科创课程班的宋连超，
两人一拍即合。

“我们选修的科创校本课程
涉及开源硬件编程，涉及物理、
机械、建构、信息技术等多个领
域，尽管高一年级主要学习基础
理论知识，但老师们一直鼓励我
们在生活中寻找问题并利用学过
的相关知识探究解决办法。”林
展丘说。

“它是一个内部安置了主板

芯片、传感器等元件的乐高模型，
我们称之为‘稻草人’，希望它能
像传统的稻草人那样发挥驱赶鸟兽
的作用。”林展丘介绍道，“稻草
人”一旦检测到鸟兽出现，便会通
过头部发出强光，利用身体上的小
音响发出尖锐的爆鸣声，或者向鸟
兽所在的方向移动靠近。在夜间，
如果识别到大型野兽，会立即向主
人的手机发送信息，以便第二天到
现场检查被破坏的情况。除此之
外，“稻草人”还可以监测农田的
环境，比如土壤湿度、二氧化碳浓
度等。

“从小学开始，我就对机械兴
趣浓厚。进入福安一中高中部，发
现学校居然有开设相关的校本课
程，我立马报了名。在一周一次的
校本课堂上，老师们带领我们开展
项目式学习，将教学融入实践中。
放学后，学校的科创社团教室随时
向学生们开放，而且有老师现场指
导。在科创学习中，我们增强了学
科融合的思维方式，提升了动手实
践的能力，锻炼了团结协作的精
神。”林展丘说。

2022 年，福安一中成立科创
中心，中心由蓝梦工坊、静启空
间、智造工坊、塑梦工坊和匠造空
间5个活动空间以及一个综合活动
中心组成。学校创建了一套“科技
创新”主题校本课程群，包含“从
物理到科创”“从化学到科创”“从
生活到科创”“从研学到科创”“从
创客到科创”等 5 个子校本课程，
课程以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形式开
展，力行“做中学、学中做”。在
这里，不仅福安一中的学生可以在
科学的海洋中自由翱翔，到了寒暑
假，福安市其他中小学的学生也可
以来这里感受科学的魅力。

助力科教实验区建设

“哇，我们的馒头好松软！”
“这些看着挺大，捏起来有点结
实。”2024 年，福安市全国科普

日主场活动在福安一中举办。活
动期间，学生们在福安一中老师
占文芳执教的“探秘膨松剂”科
普 课 上 动 手 制 作 馒 头 ， 体 验 酵
母、泡打粉和小苏打等不同膨松
剂的作用。

2024 年 3 月，福安市被教育
部确认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
验 区 。 作 为 福 安 市 龙 头 学 校 之
一，福安一中不仅率先探索创新
科学教育模式，还积极发挥领头
羊作用，为福安市开展科学教育
实验区工作探索贡献力量。

福安一中校长陈雄介绍，福安
一中依托5个市级科普工作室，毫
无保留地分享科学教育的资源和
经验，积极安排优秀的科技辅导
员老师，为一些科学教育薄弱的
中小学或乡村学校带去形式多样
的趣味科普课：在福安市城北中
学，福安一中的科技辅导员带来

“趣玩人工智能”课，学生们沉浸
在探索人工智能的热烈气氛中；
在福安市社口中心小学的“化学
小魔法”课堂上，福安一中老师
李媛拿出各种化学试剂，展示神
奇的化学变化，并邀请学生上台
体验简单的化学实验……

除了送教送培之外，凭借在科
学教育领域的卓越实力和良好口
碑，福安一中与一些学校建立科
教联盟，携手组队培训学生，在
教师们的悉心指导下，各联盟校
的学生们在各类科技比赛中崭露
头角，收获了诸多奖项。在数届
福建省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
计比赛中，福安市科技特派员、
福安一中科创中心负责人吕少永
指导福安市实验中学的学生在创
意编程项目中屡获佳绩。

“未来，学校将关注人工智
能、初高中贯通、逻辑思维等培
养方向，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
等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
开展科技教育项目，为学生提供
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和学习机会。”
陈雄说。

福安一中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和实践平台，多年来在科学教育领域成绩亮眼

学用相长 点燃学生科技梦想
□ 张芬吴景华

本报讯 （李郁 林耀琳）“园林尽摇
落，冰雪独相宜。预报春消息，花中
第一枝。”正月里，廉岭，在这个古老
而宁静的村落，一棵棵青梅仿佛是大
自然最细腻的笔触，轻轻地点染着初
春的色彩。

纵是二月料峭冷，依然占春第一
枝。不争春时独香春，待到春浓自隐
匿。在传统文化中，梅花常被视作报
春的象征。从繁华的城市走进这个古
老而宁静的村落，仿佛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那个诗意盎然的年代。

廉岭，又名“林岭”，因其村落
紧傍廉岭古道而得名。明万历 《福安
县志》 载：廉岭，由薛令之得名。岭
因人名，村因岭名。廉岭村由上林岭
和下林岭组成，两村相距约一公里。
上村主姓雷，下村主姓钟，是纯畲族
村。雷姓于清顺治二年 （1645年） 由
十八都大丘田迁入，钟姓则于清乾隆
年间（1736-1795）由大林村迁入。廉
岭村遗存的古炮楼、黛瓦黄墙的传统
古民居，掩映在苍翠的竹木之间，仿
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梅花香气，
若隐若现，仿佛微风中传来的低语，让人沉醉。三百
多年来，廉岭村的畲族风俗习惯保存依然完好，村中
群众至今保留着讲畲语、唱畲歌、吃乌饭、包菅粽、
舂糍粑等畲族传统习俗和庆祝“二月二”、“三月三”
等畲族传统节日。

青梅树上，一簇簇的花朵在寒风中摇曳，散发出
阵阵清香，使人心旷神怡。廉岭村栽种青梅有30多年
历史。每年春节前后，梅花迎霜破雪，斗寒吐艳，那
绽放的花朵，虽小却精致，瓣瓣如雪，蕊蕊含香，向
我们预示着大地从沉寂的冬季中复苏，万象即将更
新。近年来，廉岭村结合畲族传统药膳理念，创新的
餐饮方式，推出特色鹅宴，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味觉
体验，成为福安市郊的休闲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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