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22日/星期五/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黄磊 / 美编 夏学群 / 校对 姚毅 A5广东

钠电换电技术能有
效解决充电痛点

记者获悉，深圳是雅迪启动
该项试点工作的首个城市，得到
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领导
到场宣布试点工作启动并致辞。

启动会上，雅迪科技集团高
级副总裁兼全球产品总裁周超
表示，此次雅迪发展钠电换电技
术，不仅能有效解决用户对于充
电慢、充电难、充电安全担忧及
续航焦虑等痛点，也为外卖骑手
和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提供更加
安全、可靠的能源解决方案。

作为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广泛地出现
在城市生活中。在试点启动会
现场，深圳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
会会长范炎聪表示，目前我国电

动自行车保有量约为 3.5 亿台，
深圳则近 500 万台，90%以上为
社区居民端的用户。随着安全
充电问题日渐凸显，“以换代充”
模式应运而生。2023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深圳市地方标准《电动
自行车充换电设施建设及运营
管理规范》明确要求：深圳新建、
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
筑，应设置充、换电设施，优先设
置充电柜、换电柜，并与建筑同
步设计、施工、投入使用。

范炎聪告诉记者，“钠电以
换代充”试点的启动，意味着换
电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电动自行
车续航及补能问题，并降低电动
自行车使用成本。据其透露，深
圳电动自行车保有量中，外卖骑
手电动车占比约 3%，钠离子换
电试点将为近 15万深圳外卖骑
手的安全、绿色出行提供有力的
补能续航支持。

有望引领电动出行
换电领域变革

作为“钠电以换代充”试点
工作的落地执行平台，嘟嘟换
电、铁塔换电等企业积极响应此
次试点工作。聚焦于社区居民
换电服务的嘟嘟换电，目前已在
其换电柜试用雅迪研发的极钠1
号钠电池。

深圳嘟嘟物联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廖志成介绍，钠电材料
稳定性高，电芯可通过针刺、过
充、热滥用、短路等全项安全测
试，极端环境下使用也安全无
虞。据其介绍，电动出行时代，
新能源技术的更新迭代成为常
态，以雅迪、绿源、星恒电源为代
表的明星企业走在前列。早在
去年3月，星恒电源研发的第一
代钠离子电池“超钠F1”宣布上

市。此次用于试点的雅迪钠电
池“极钠1号”，从技术上实现了
充电“又好又快”的目标，有望引
领电动出行换电领域的变革。

第三方机构EV Tank 发布
的《中国电动两轮车换电行业发
展白皮书（2021 年）》显示，2025
年电动两轮车换电市场规模有
望达到1326亿元。“与外卖骑手
高频换电相比，社区居民端换电
频次不高，但仍是刚需且市场容
量巨大。以一线城市深圳为例，
社区居民电动自行车用户至少
达到450万人，在三四线城市电
动自行车保有量中，社区居民端
的占比会更高。”廖志成表示，嘟
嘟换电在设置收费标准时坚持
兼顾普惠性，做到了按实际换电
量收费及“一公里一毛钱”的收
费标准，大大降低了市民骑行

“小电驴”的成本，让老百姓用得
起“以换代充”的换电服务。

正值荔枝花开季节。记者
走访东莞各果场了解到，由于受
气温反复等因素影响，今年荔枝
成花率普遍较低，部分品种荔枝
成花率不足一成，有果农预测，
今年东莞荔枝或将“量减价升”。

桂味和糯米糍成
花率不足一成

在东莞厚街新围社区开记
家庭农场，记者看到，虽然时下
正是荔枝花开时节，但很多荔枝
树上却是只见树叶不见花开，部
分成花的荔枝树看上去也非常
稀疏，与去年花开繁盛的景象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该农场的场
主，同时也是东莞市新荔荔枝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长的欧阳容开
告诉记者，果场今年桂味、糯米
糍的成花率不足一成。稍感欣
慰的是，妃子笑因花期比糯米糍
和桂味早，躲过了天气影响，成
花率达到了九成左右。

在厚街大迳社区某果园，记
者同样看到，大多数荔枝树上长
出的是一簇簇红色嫩叶，荔枝花
只有零星一点。

“有花才有果，但是，目前荔
枝树的开花率极低。去年这个
时候整个山头都布满荔枝花，蜜
蜂嗡嗡来采蜜，今年蜜蜂都见得
少了。”厚街桂冠荔枝专业合作
社社长黄志强遗憾地表示，荔枝
枝丫长出了红色嫩叶，想要重新
抽出花，已经不太可能，今年荔
枝减产已成定局。

“目前，桂味和糯米糍的成
花率不足一成。自 1998 年以
来，今年是荔枝成花率最低的一

年。”黄志强介绍，相对于桂味、
糯米糍等品种，自家种植的冰
荔、观音绿、仙进奉、小贝荔等品
种的成花情况要好得多，但也仅
有四五成的成花率。目前，暂时
还无法预计荔枝的收成，当前只
能做好保花、护花工作。

产量锐减可能导
致价格攀升

记者还走访了新围、大迳多
个果场，发现今年桂味、糯米糍
成花率普遍都很低。黄志强介
绍，不仅是自家果园，整个桂冠
荔枝专业合作社农户的荔枝，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成花率低的影
响。此外，黄志强还表示东莞其
他镇街的荔枝农户也都普遍出
现了开花率低的现象。

为何今年荔枝成花率这么
低？黄志强分析称，气温反复无
常，忽冷忽热是成花难的主要因
素。“因为去年 11 月份到 12 月
份雨水偏多，营养过剩，荔枝老
是在生长，没有休眠期，只长叶
片不会成花，尽管通过物理手段
去控梢，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若今年荔枝产量锐减，价格
就成了市民最关心的问题。“物
以稀为贵，肯定要比去年贵。”黄
志强表示。

减产不可避免，黄志强建议
果农加强对已成花荔枝树的管
理，通过打药等手段护花、保
花，防止虫害，此外，果农也可
以考虑通过嫁接换种对果场的
荔枝种植品种进行结构性调
整，以减少恶劣天气对荔枝收
成的影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奕镇，
通讯员田红秀、黄从高、甘建楼
报道：大苞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
中的瑰宝，也是广东乡土珍稀树
种，数量极为稀少，因为濒危程
度与大熊猫相似，因此被称为植
物界的“大熊猫”。3月21日，大
苞山茶在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
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

“安家”，这也是国内大苞山茶首
次野外回归。

当天，保护区管理处与紫金
县检察院等部门共同举办河源
市首次“珍稀濒危植物回归季”
启动仪式暨大苞山茶野外回归
行动，首批人工培植的130株大
苞山茶“回家”，种植在原生地
——紫金白溪自然保护区散滩
水库片区，让濒危的大苞山茶
在紫金栖息地自然更新与繁
衍，进一步保护和扩大大苞山
茶野外种群。

据了解，多年来，保护区科
研团队在保护区开展大苞山茶
调查、保护和研究工作，成功摸
清了大苞山茶的野外分布状
况。目前，在白溪自然保护区及
周边发现大苞山茶 3000 余株，
结合国内外调查数据，表明白溪
自然保护区就是大苞山茶的全
球中心分布区。

“此次行动不仅是广东省首
次，更是国内大苞山茶首次野外
回归。”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廖文波表示：“珍稀濒危野
生植物的保护，包括就地保护、
迁地保护、建立种质资源库和野
外回归等多种方式，在自然保护
区进行野外回归，是恢复、重建
种群，摆脱灭绝威胁最直接有效
的手段之一。”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
究员陈红锋表示，此次行动表明
广东对大苞山茶的研究取得了
重要进展，有助于扩充大苞山茶
野外种群，标志着广东紫金白溪
省级保护区珍稀植物保护步入
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野外回归
有机结合的新阶段，更标志着保
护区管理从基础、初级的保护实
现向高水平保护提升。

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叶钦良介
绍，目前白溪保护区内拥有国
家和省重点保护植物 35 种，属
于珍稀濒危植物。从今年开
始，以后每年春季都将开展珍
稀濒危植物回归野外行动，让
条件成熟的物种逐步回归野
外，进一步稳定和扩大野外种
群，让美丽的珍稀濒危植物逐
步摆脱濒危状态。

春季果盈枝
拓宽致富路

春 意 融
融，站在韶关市
武江区重阳镇九联
村千亩柠檬种植基地，
30000 余棵柠檬树长势喜
人，延绵开去宛若绿色地毯，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果农
正在果树间来回穿梭，忙着采摘。

跟随着果农的步伐，只见绿
油油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
的青柠露出了真容。摘下切开，
一股柠檬清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据介绍，此次收获的超1.5 万
公斤青柠将销往上海、西安、嘉
兴、深圳等地。

据基地所属的韶关市泰清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欧海
标介绍，目前基地种植的品种主
要是泰国塔希提无籽青柠檬，该
品种皮薄无籽且多汁，香气浓郁，
果肉晶莹剔透，维生素 C 含量比
香水柠檬更足，在柠檬家族中享
有“果中之王”“食用佳品”的称
号，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

“基地已种植青柠 730 亩，预
计还要扩种 200 亩。经过三年的
精心培育种植，今年有200多亩柠
檬树到达丰产期，可以采摘三季，
每亩能采摘4000至 5000公斤，预
计年产量达 40万公斤，年产值约
480万元。”欧海标算了一笔账。

泰国青柠品尝起来“酸溜溜”
的，但在农户心里那叫一个“甜滋
滋”。自从千亩柠檬基地投建以
来，带动了重阳本地农户 50余人
本地就业，每天村民在基地做农
活，负责浇水、施肥、采摘及打包
等工作，既能获得可观收入，也能
更好地照顾家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眼前

这块承载希望的致富地，曾经却
是一块撂荒地、滩涂地。其改变
背后正是重阳镇全力推进“百千
万工程”，深入挖掘本地特色资源，
培植壮大特色产业，通过推动特色
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让特色产业成为农民的“致富
经”、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自成功引进韶关市泰清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投资种
植泰国青柠后，重阳镇精准靠前
服务该企业，全程跟踪协调解决困
难，先是依托新街水水环境整治工
程，在柠檬基地旁修建灌溉河堤和
沿岸修筑河道护坡，治理水患问
题，为企业长远安全发展提供保
障。并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完善基
础设施，修复好通往种植基地的机
耕铁桥。柠檬基地建成以来，不仅
盘活了闲置荒地，同时也涵养了当
地土地水源，能有效抵御河流在汛
期所带来的泥沙、泥石流等，可谓
实现了“双赢”。

同时，重阳镇还充分发挥强
镇富村公司资源整合优势，与企
业深度合作，致力于将产业“蛋
糕”做大做强。目前千亩柠檬基
地已实现规模化种植，下一步将
在重阳镇建设柠檬深加工厂房，
生产柠檬片、柠檬茶、柠檬饮品、
柠檬辣椒酱等产品，并继续谋划
发展集柠檬采摘、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柠檬经济”。

种植小小水果，致富“莓
好”生活。近日，梅州市梅县
区畲江镇上墩村举办了一场

“绿美梅县”蓝莓节活动，吸引
许多市民从城区驱车前来采
摘购买。据悉，近年来，畲江
镇多措并举盘活撂荒土地，通
过引进蓝莓产业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让撂荒地变成
农民“致富地”，扎实推进“百
千万工程”。

“春季时令水果缤纷上
市，蓝莓采摘尝鲜正当时！”广
州荔湾区派驻畲江镇帮扶工
作队队长朱北辰介绍，工作队
引入广东祥成农创帮扶科技
有限公司，与畲江镇政府达成
合作协议，投资建设祥成农创
5G蓝莓种植示范基地，这是畲
江镇首个现代设施农业，也是
梅州首家设施蓝莓种植项目。

步入蓝莓基地内可见，一

株株蓝莓树长势喜人，成熟的
蓝莓呈现蓝紫色，表皮包裹着
一层薄薄的“白霜”，随手摘下
一颗成熟的蓝莓，约有一元钱
硬币大小。工人们忙碌其中，
将成熟的蓝莓悉数摘下，再经
过挑拣、分装等程序包装成礼
盒进行销售。现场还有不少
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采摘 乐
趣。“蓝莓新鲜采摘味道更脆
更鲜甜，所以带着孩子过来采
摘购买。”市民王先生说。祥
成农创公司总经理介绍：“每
株蓝莓树结果后每年约产3.5
公斤的果实。根据蓝莓大小，
每公斤蓝莓售价能达 270 元
以上。”

春分时节，天气渐暖。据
了解，市场上如枇杷、杨梅、蓝
莓等春季时令水果已陆续上
市，引得市民争先尝鲜。祥成
农创公司总经理古镜堂介绍：

“北方地区种植蓝莓上市时间
一般为 4-8 月份。而该蓝莓
基地种植的蓝莓品种是南高
8号，通过控制蓝莓生长的温
度和湿度等，让蓝莓错峰上
市，目前基地的蓝莓已达采摘
期，并将持续至4月底。除此
之外，该基地依托梅州当前较
为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出的蓝
莓个头更大、更甜、更爽脆。
以品质换取消费者的喜欢。”

据介绍，该蓝莓基地项目
填补了梅州机制蓝莓产业空
缺，目前已投入资金近 3000
万元，集约土地 583 亩，一期
已 竣 工 蓝 莓 大 棚 4 万 平 方
米。采用先进的数控大棚、一
体滴灌等种植技术和管理模
式，确保蓝莓的高产和优质。

气候影响致成花率低

今年东莞荔枝或“量减价升”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通讯员 涂丫 罗志高

国内大苞山茶首次野外回归

植物界“大熊猫”河源“安家”

大苞山茶 资料图

荔枝山头呈现大片叶子的红色

“钠电以换代充”在深圳开启试点
外卖电动自行车尝“头啖汤”，新换电模式可解决续航补能问题，降低使用成本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深圳 500 万台电
动自行车电池续航规
范管理再现创新。3
月 20 日下午，深圳市
外卖电动自行车钠离
子电池换电试点启动
会在龙华区劳动者广
场举行。电动自行车
头部企业雅迪联合美
团、嘟嘟换电、铁塔换
电等企业，宣布在深
圳开展外卖电动自行
车“钠电以换代充”
试点。

春天也是岭南丰收季！春分时节，不少广东春季特色
时令水果陆续上市，不仅给人们带来独属于春天的鲜甜，
也给果农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青柠、蓝莓、李子
……羊城晚报记者在广东多地采访发现，各地依托自然资
源禀赋，打响特色水果品牌，培育致富增收的“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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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茂名信宜市“返秋
李”抢“鲜”上市，由于果品早
熟稀有，一上市便成为“抢手
货”。21日，记者从信宜市了解
到，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返
秋李”畅销全国各地，价格特别
坚挺，让果农、果商乐开怀。

去年推进“百千万工程”
以来，信宜钱排镇发挥三华李
产区优势，乡村振兴示范带渐
成规模。依靠一颗“三华李”，
钱排镇全民种果、卖果，同时
开展加工、餐饮、文旅等，一二
三产业链条全线飘“红”。

21日，记者在钱排镇了解
到“返秋李”的有关情况。每
年秋季，因天气原因，三华李
树自然扬花结果谓之“返秋
李”。这种李子饱经风霜雨，
比较脆口，体形较小、浑圆剔
透、果色深红，与车厘子有几
分相似，但口感偏酸，余味回
甘，泡辣椒或蘸椒盐，堪称“绝

配”。由
于 春 季 水

果品种相对
较 少 ，“ 返 秋

李”又被称为新
春“第一李”，是

“ 抢手货 ”，目前，
“返秋李”的收购价达
24 元/公斤以上，购销

两旺，成为乡村振兴“鲜”
亮点。

从事三华李种植、购销
多年的广东汇果农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何奇波介绍，他们公
司 2 月中下旬就开始收购“返
秋李”，每天收购 500 公斤左
右，通过传统销售渠道和电
商、微商“飞”销全国各地。何
奇波说：“这几年，在有关部门
的指导下，钱排果农的控花技
术和生产管理技术不断提高，
三华李果期变长了，呈现多批
次分期上市。再过一段时间，

‘三月李’品种又接续上市，第
二批、第三批扬花的早熟李子
也陆续上市，可以说，从2月中
下旬至7月初，钱排均有‘李’，
有‘钱途’。”

在信宜三华李产量第二大
镇——茶山镇，记者了解到，
茶山“返秋李”产量虽然不算
大，但也是供不应求。从事三
华李种植、购销多年的信宜深
丰源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黄勇告诉记者，“‘返秋李’货
源不稳定，有货就发，网上每
公斤卖到60多元。”

成 熟 的 蓝
莓 约 有 一 元 钱
硬币大小

◀“ 返 秋
李”成为乡村振
兴“鲜”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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