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交通运输基石作用
服务重大发展战略

——专访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宗泽

试验，修改；再试验，再修改……这是
易龙强和同事们的日常。“实验室依托企业
建设，有个好处是技术预研完成后可以很
快推向产品线进行中试量产，一旦出现问
题，也可以马上回到实验室做优化调整。”

在易龙强看来，研发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从“纸上”落到“地上”，离不开
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市场是龙头，我们所
有的研发课题都源于市场，结合前沿技术
发展和市场需求来开发产品，让研发直面
客户，让产品紧跟市场。”

“实验室此前打造的云动力预制式电

力模组解决方案，就是和市场部门密切配
合的成果。这个方案主要用于数据中心，
有效为客户节省了设备的占地空间，并降
低系统能耗和热量，使系统具备稳定和可
靠性，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易龙强举
例说。

“基于科华人才团队基础、创新平台
基础以及客户应用基础，我们做到了科研
成果100%转化，工程推广应用方面也较
为顺利。”令易龙强自豪的是，重点实验室
已实现“研发一个、转化一个、投产一个、
应用一个”的良性循环。

名片

本报记者 蔡绵绵 通讯员 陈宗祥
厦门翔安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

加速推进，客货运指标节节攀升，屡创新
高……今年初，我市重点交通工程喜报
频传，一季度“开门红”趋势良好。

昨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李宗泽在
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今年是实现“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市交通
运输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围绕服务建
设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两岸融合发展
示范区等重大发展战略，全力以赴做好
增活力、防风险、稳投资、保畅通、降成
本、提质效、强韧性等工作，加快构建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
可持续交通体系，奋力当好厦门努力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聚焦构建综合交通网络
全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2024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和
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为今年交通运输
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李宗泽说，全

市交通运输系统将以“进”的态度、“快”
的作风、“干”的成效，抓好贯彻落实。

“今年将加快推进重大交通项目投
资建设，狠抓前期项目促开工、续建项目
促投资。”李宗泽表示，将力争完成公路、
铁路、公交场站等共140个交通项目规
划建设，计划完成投资92亿元。

其中，包括持续推进昌厦金高铁、厦
安铁路、厦沙高速复线（翔安至安溪段）
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促嘉庚大桥（跨东海
域通道）、泉金高速、G15沈海高速公路
泉厦段扩容工程(厦门段)等项目尽早开
工，督促厦金大桥（厦门段）、马青路（石
塘立交-翁厝立交）提升改造工程、沈海
高速杏林互通及接线工程、国道324（纵
二线）厦漳界至凤山段等项目有效推进
工程进度和有效投资。今年，翔安机场
高速公路（沈海高速-翔安南路）、国道
324复线（同安段）二期完善工程、芦澳
路（马青路-翁角路段）、石村公交生产
生活基地、湖里公交生产生活基地等项
目将按计划完工。海沧鳌冠大道、溪东
路（海翔大道-内垵大道段）高架桥工程
2个项目近日将开工建设。

紧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各项任
务，交通运输部门将在推动项目前期工
作做深做实、加强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持
续打造交通品质工程等方面下足功夫。

聚焦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持续做好运输服务保障

交通运输是承担物流总量最大、衔

接物流环节最多、服务市场范围最广的
物流关键环节，聚焦交通物流保通保畅，
今年还将把握哪些发展重点？李宗泽
说，我市将全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推动“枢纽+”产业深度融合，提
高物流产业服务水平，凸显物流产业支
撑作用。

具体来看，我市将通过实施国家综
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项目，加快推进综
合货运枢纽基础设施及装备硬联通，保
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今
年，将制定城郊大仓基地建设标准规范，
策划生成、推动一批“平急两用”物流项
目建设，市区联动加强交通、物流产业招
商引资工作。

相关重点项目还包括：加快远海码
头铁路专用线和海沧港区海铁联运项目
建设，打通疏港铁路“最后一公里”；加快
推进厦安铁路建设，与现有鹰厦铁路形
成厦门港辐射内陆的铁路双通道，降低
腹地运输成本，推动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李宗泽表示，市交通运输局将进一
步落地落实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增加
年货物吞吐量、多式联运量，推动构建现
代物流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
有力支撑。

聚焦服务新发展格局
重点推动国家级试点建设

今年，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推动交

通强国试点建设，加快综合货运枢纽补
链强链试点建设，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任务建设，加快推动民航领域综合
改革，积极服务打造新发展格局节点城
市。

补链强链，项目带动是关键。李宗
泽表示，今年，市交通运输局将协调推动
中远海运港口厦门海沧供应链基地、中
通快递集团（厦门）智慧物流产业园等项
目加快建设，提升多式联运枢纽能级。

在落实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任务
建设方面，除加快厦门第三东通道建设
外，还将完善区域物流集散体系，进一
步拓展台湾市场，吸引更多的台湾货物
通过海铁联运、海空联运在厦门中转；
结合两岸航空运输需求，鼓励航司积极
推动加密、新开厦门对台航线，拓展我
市对台航线网络，促进两岸航空客货运
发展。

“作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厦门将
持续发力建设陆、海、空、铁等多种交通
通道。”李宗泽介绍，在具体项目方面，将
加快推进厦门翔安机场、前场物流园货
运枢纽建设，形成以铁路、海运、航空为
主体的立体枢纽中心，充分发挥厦门国
际门户作用，巩固厦门作为区域航空枢
纽、区域铁路枢纽、国家物流枢纽的地
位。尤其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争取更多
更优质的航权和时刻资源，强化厦门与
金门、东南亚、海丝沿线、金砖国家、
RCEP成员国的联系，开通战略性远程
航线，深耕国际重点航线，实现与世界主
要枢纽城市的通航。

变光
为电

厦门市新能源发电
设备与电能变换技术重
点实验室依托科华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以
该实验室为载体，科华数
据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
等深度开展产学研及科
技项目合作，有效提升科
技成果开发与成果产业
化效率。

科华数据前身创立
于1988年，立足电力电子
核心技术，融合创新数字
科技，提供数据中心、高
端电源、清洁能源综合解
决方案，服务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客户。

文/本报记者 林露虹
图/本报记者 张奇辉

“我们做的事可以概括为‘追
光逐电’，也就是研究如何更高效、
稳定地实现从光到电的能量转换，
以及直流电、交流电转换等电能变
换技术问题。”

走进厦门市新能源发电设备
与电能变换技术重点实验室（以下
简称“重点实验室”），多台测试设
备陈列有序，机器轰鸣声不绝于
耳，实验室副主任易龙强博士正带
领科研人员测试多款新研发的新
能源发电设备。再过不久，这些设
备将走向市场，点亮人们的美好生
活。

作为依托智慧电能行业领军
企业科华数据建设的实验室，重
点实验室抢抓新能源产业机遇，
紧贴市场搞创新，截至目前已成
功研发了液冷储能系统、10MW/
54.2MWh超大功率储能系统、兆
瓦级集散式升压逆变一体机设备、
核级直流系统充电器、逆变器、
UPS（不间断电源）产品等代表性
产品，实现科研成果100%转化，
助力我市打造新能源产业创新之
城。

科研不仅要着眼于当下，也要前瞻布
局，望见未来的蓝海。重点实验室发力构
网型储能技术就是一个缩影。

构网型储能，是近年来业内的焦点，
相比于传统的跟网型储能技术，构网型储
能可以根据电网频率/电压的波动，自动
调节输出功率，实现对新能源高渗透率下
电力系统电网的强力支撑。目前，包括西
藏、新疆、青海等多地提出鼓励按比例强
制配置构网型储能变流器。

“我们早在2018年就启动构网型储

能研发设计。由于没有过多的经验可借
鉴，重点实验室发挥科华在电力电子领域
的技术积累优势，‘摸着石头过河’。”易龙
强说，如今，科华在构网型储能技术领域
处于行业的第一梯队，相关技术已在宁
夏、新疆等地的项目中得到应用。

易龙强表示，当前，构网型储能技术
仍处于发展初期，仍有工程应用难题待
解，重点实验室将继续攻坚克难，积极创
新构网型储能技术，推动新能源从“跟网”
向“构网”转变。

眼下，重点实验室正联合同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四川路桥开展“分布式能
源装置的变换拓扑结构及微网集成和控
制技术”课题攻关，该课题已列入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

“分布式能源装置的变换拓扑结构及
微网集成和控制技术”，这个名字听起来
拗口，但事实上，它与我们熟悉的智能网
联道路建设密切相关。“智能网联道路上
设置了激光雷达、摄像头、信号灯等，这些
都离不开电力能源的强力支持，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课题，解决交通系统与能源技术
深度融合、能源自洽等问题。”易龙强说。

易龙强进一步解释，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好比组织一台“多声部的大合唱”。让

太阳能、风能，以及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
高熵能源能够默契配合、协同合作，更好
地服务智慧交通体系建设。

在易龙强看来，重点实验室作为新能
源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必须扩大“朋友圈”，
加强和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通过
建设创新联合体，加快项目落地。

“今年我们还和西安交大、中交投资、
上海同陆云公司等合作，开展‘突发应急
情况下道路自洽能源系统和自身连通保
持与高弹性快速恢复技术’课题攻关，力
求通过解决‘小切口’问题，降低能源消耗
和污染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易龙
强介绍，这个课题有望填补智能网联道路
交通系统的应急供电相关技术空白。

拥抱市场 科研成果“落地生金”

前瞻布局 引领构网型储能技术发展

联动高校 向国家级课题发起攻关

▲重点实验室依托科华数据
建设。图为科华数据展厅。

实验室进行组串式光伏逆变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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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数字“创新云”联盟成立

建立数字人才资源库
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潘书婷）昨日，市总工会
举行厦门市数字经济产业工会联盟圆桌会议。会上推出联
盟圆桌会议轮值工作机制，成立厦门市数字“创新云”联盟。

会议总结了厦门市数字经济产业工会联盟2023年工
作成果。去年3月，由市服务业工会联合会牵头成立全省
首个数字经济产业工会联盟，召开联盟第一次圆桌会议，
建立组织联建、信息联通、活动联办、工匠联育、服务联动

“五联”工作机制，承办首届职工数字创新交流大会等，带
动各联盟单位和其他数字园区、数字企业实现数字化转
型。

今年，市总工会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建立联盟圆桌
会议轮值工作制度。每年遴选一至两家联盟委员单位担任
轮值单位，适时召开联盟圆桌会议，鼓励举办、联办高层级的
数字领域技术比武、技能大赛，以及数字专家主题沙龙、创新
论坛、工作交流等，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数字经济
和数字工会发展。

厦门市数字“创新云”联盟昨日同期成立。首批18家
数字经济产业工会联盟委员单位参与，推荐吸纳45名数字
劳模、优秀工匠人才、高级技术人员，建立数字人才资源库，
并建立数字“创新云”联盟专家团。此举旨在发挥数字经济
产业工会联盟委员单位人才、技术、创新思维等优势，构筑
共建、共享、共创、共赢的合作模式，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帮
助数字企业和职工解决技术难题，不断提升数字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培养造就更多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数字人
才。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切实发挥工会优势和劳模工匠示
范引领作用，开展理论宣讲、学习座谈等系列活动；聚焦“三
新”产业，引导和带动一大批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技术攻关、
技术改革、技术转化行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
工会力量。

搭建平台
助力海归英才在厦创业

我市举办留学人才项目资本对接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3月27日，我市举办留学人才项

目资本对接首场活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专场对接会。
活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和炬思科创承办。

活动优选“俄罗斯海外出口平台”“5G互联MR全系课
堂平台”等7个留学人才项目进行路演，邀请浦发银行、火
炬创投等多家金融和投资机构单位与留学人才项目深入对
接。

据介绍，留学人才项目资本对接系列活动作为今年“i
海归”创业发展协同行动的重要内容，围绕服务我市“4+
4+6”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集成电路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领域，以人才项目路演、
对接洽谈、参访企业园区等方式，聚合投资机构、银行、园
区等各方资源，打造留学人才资本项目高质量对接平台，
助力留学人才和资本双向奔赴，激发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创
造活力。

聚焦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 汤海波）深学笃行“厦门实践”，结合

今年市政协重点协商“传承弘扬筼筜湖治理经验，持续
提升我市海洋生态修复”议题，昨日，市政协资源环境和
农业农村委组织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视察。市政协副主
席吴金喜带领专委会委员和相关界别委员赴马銮湾生
态三岛实地调研。

近年来，马銮湾通过系统性综合治理措施，推动昔
日的鱼塘滩涂变为“城市绿洲”。委员们建议，要倍加呵
护来之不易的“高颜值”，坚持问题导向、久久为功，让生
态水体永葆生机活力，并加速将生态红利进一步转化为
民生福祉和产业要素。

调研组一行还听取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有
关近年我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情况的介绍。为进
一步提升我市海洋生态修复水平，助力我市建设美丽中
国先行示范市，委员们建议，加强陆海统筹、系统治理，
推动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的城乡一体国土空间生态
修复；强化问题导向、源头治理，从源头上有效控制陆源
污染物入海排放，在海洋生态保护过程中注重关口前
移；坚持依法治理、多方共治，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
政策协同、区域协同、治理协同，协同推进入海溪流和近
岸海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星宸科技
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为我市今年首家境内上市公司

本报讯（记者 严明君 通讯员 杨丹妮）昨日，台资企业
星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星宸科技，股票代码：
301536.SZ）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发行上市，这是我
市今年首家在境内上市的公司。记者从市委金融办了解到，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境内上市公司67家、已过会待注册企业
4家，总量位居全省第一，其中台资上市企业8家。

星宸科技成立于2017年，位于厦门火炬高新区，是业内
领先的AI芯片企业，公司专注于消费电子、安防、物联网和
多媒体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星宸科技本次公开发行 4211.2630 万股，发行价为
16.16 元/股，募集资金约 6.81 亿元。上市首日股价上涨
197.65%，收盘价为48.10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星宸
科技第一代AI超高清IPC SoC芯片研发与产业化项目、新
一代AI处理器IP研发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厦 门 市 新
能源发电设备
与电能变换技
术重点实验室
实现科研成果
100%转化

厦门市新能源发电设备
与电能变换技术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