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栋、
彭纪宁，通讯员陈凌宇、吴学
林、王伟钊报道：记者 1 月 29
日从江门海事局获悉，日前，

“华清号”气动式海浪发电装置
在江门新会下水。据介绍，这
是我国首台超100千瓦的气动
式海浪能发电装置，也是世界
首台适应台风海况的无人海浪
能发电装置。

据介绍，该发电装备是由
清华大学海洋波浪能利用技
术首席科学家张永良教授团
队牵头研发的。该团队历经
20 年潜心研究和应用验证，
突破了波浪能发电领域的一
系列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了气
动式波浪能发电装置的高效、
宽频和高可靠运行，形成了自
主创新的气动式波浪能发电
的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使海洋能资源的产业
化、规模化开发利用在真正意
义上得以实现。该装备将为
我国深远海岛礁开发、海上平
台运行、深海养殖等海洋装备
提供电力保障，为增强能源安
全、改善能源结构、发展绿色
经济、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据悉，波浪能是人类社会
至今尚未具备商业化开发能力
的品位最高、分布最广的海洋
可再生清洁能源，其能量密度
分别是风能和太阳能的5倍和
20倍，年发电时间高于风能和
太阳能，且蕴藏量非常丰富，高
达 70 亿千瓦。用海洋波浪能
发电是我国继光伏发电、风力
发电后，在清洁能源开发领域
开启的一条全新赛道，仅发电
一项市场规模就达数万亿元，
可拉动的经济效益高达几十万
亿元。

广东民华船艇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程云华介绍：“我们
公司从 2021 年开始与清华大
学团队开展合作，主要负责

‘华清号’的制造。”目前“华
清号”在气动式波浪能发电
系统中从海浪能转换至电能
的全过程分析方法、高效可
靠和强生存力技术等方面达
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气动式
波浪能发电装备可替代远海
岛礁、海上平台、深海养殖等
海洋装备的柴油远运；可充
当海上充电桩或充电站，对
于推进海洋能规模化利用具
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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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
强，通讯员秦田、高小珍、陈灵
山、黄迪飞、何平、钟土泉报
道：1 月 29 日 15 时，随着韶关
地区气温回升，京珠北高速大
桥至梅花段主线解除交通管
制，交通恢复正常。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京珠
北高速大桥至梅花段冰雪逐渐
消融。截至 1月 29日 13时 40
分 ，测 得 云 岩 段 路 面 温 度
7.2℃，高速桥面及路面已无结
冰情况，具备车辆通行条件。
经韶关高速交警确认，京珠北
高速大桥至梅花段主线于 29
日 15时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
常通行。

此前受寒潮影响，京珠北
高速云岩段出现冰雪，曾测得
路面最低温度零下 3.9℃。为
保证司乘行车安全，1月 22 日
0 时起，大桥至梅花段主线实
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有序分
流至乐广高速。

今年首轮寒潮降温幅度
大、雨雪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正值2024年春运，不少司乘为
避开车流高峰提前北上出省，
迎来一波返乡小高峰。为保障
春运期间道路安全畅通，京珠
北高速出动“除雪神器”——

“狂风吹雪车”，驶入结冰最严
重的雾观大桥、梗下分离立交
桥、云望大桥、梅岭大桥和选家
栋大桥，利用高温气流将路面
积冰吹除，清理积冰路面近3.5
公里。60余名党员、团员及青
年组成的“南岭先锋抗冰抢险
队”紧随其后，人工铲除吹雪车
过后的部分残余薄冰，同时沿
途清理交通安全设施上的挂冰
及被冰雪压断倒伏在路面的大
量树木树枝。

截至 1 月 29 日 13 时，“南
岭先锋”共清理桥面薄冰7500
平方米，清理倒伏树木树枝
100 余棵，有效推动京珠北高
速抢通进程，全力保障广大司
乘出行安全顺畅。

自冰雪天气灾害应急预案
启动到京珠北高速解除封闭，
京珠北高速共组织386人次对
13 个测温点累计测温 193 次，
通过可变情报板等发布道路预
警信息702条。

京珠北高速公司温馨提
示，正值春运，高速车流大幅增
长，请广大司乘关注路况，谨慎
驾驶。据天气预报，未来几天
韶关地区仍有雨雾天气，出行
前请关注天气状况，注意防寒
保暖。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
报道：“2023 年，深圳为建市
以来首次记录到零霾日的一
年，且冬半年舒适日数呈增
加趋势。虽然去年深圳市极
端特大暴雨全面破纪录，但
全市无人员因灾死伤、无重
大灾情。”近日，深圳市气象
局举行《2023 年深圳市气候
公报》（以 下 简 称《公 报》）暨
2024 年春运气候趋势预测线
上 线 下 新 闻 发 布 会 ，公 布
2023 年气候特点和八大气候
事件，以及2024年春运期间深
圳天气情况。

《公报》显示，深圳 2023
年平均气温 23.9℃，较常年偏
高 0.6℃ ，并 列 历 史 第 二 高 。
共记录到高温日 7 天，比常年
偏多 2.6 天，高温集中出现在
5 月和 7 月。 1978 年以来首
次未记录到灰霾日。深圳市
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灰霾
日下降，反映深圳大气环境质
量提升。

据介绍，2023 年深圳人居
环境气候舒适度呈现“冬半年
舒适日数增加、夏半年舒适日
数减少”特征。全年舒适日数
为 229 天。冬半年（1-4 月 ，
11-12 月）共有舒适日 171 天，
占年舒适日数的 74.7%。其中
2、3、4、11月最为舒适，每天均
为舒适日。

2023 年，在“拉尼娜”向
“厄尔尼诺”转换的背景下，深
圳气候极端性明显。呈现“暴
雨频发雨强大、极端特大暴雨
全面破纪录、台风偏多偏强影
响重”等特点。2023 年“龙舟
水”期间 19 天，均为有气象记
录以来同期最多。小时雨强
100 毫米以上降水频次 15 次，
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远超
此前最多的7次。

在发布会上，深圳市气象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春
运期间南方阴雨天气比往年
多，春运离深高峰期有一次
冷空气过程影响，春运交通
和各项活动安排要考虑天气
影响。

深圳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
预报信息显示，1 月 29 日至 2
月 4日：受南支槽活跃影响，南
方降雨将显著偏多。贵州、广
西、湖南、江西、浙江和广东北
部地区将出现连续雨雾天气，
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在一定的
天气形势下，甚至可能出现冬
季暴雨，前往上述地区需注意
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出行准备；
深圳气温继续回升，天气渐趋
暖湿，间中有小雨，并可能伴有
回南天。

2 月 5 日到 9 日：受冷空
气 影 响 ，南 方 地 区 仍 有 降
水。粤北高寒山区可能出现
道路结冰或霜（冰）冻；深圳
天气转阴冷间中有雨。展望
春节假期有冷空气影响，气
温偏低。春运后期总体偏暖
多雨雾，但仍有阶段性冷空
气影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灵敏、
通讯员张莹报道：1月 28日，为
期4天的广东省无线电测向公
开赛在阳江阳春市东湖广场开
幕。来自阳江、广州、深圳、佛
山、清远、澳门 6 地的 59 支队
伍近650名无线电测向爱好者
齐聚阳春，进行一场速度和智
慧的“猎狐”比拼。本次赛事由
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
心、阳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阳春市人民政府主办。

无线电测向运动是竞技体
育项目之一，类似于少年儿童
最喜欢的捉迷藏，又被称为“猎
狐”，参赛者在旷野、山丘的丛
林、近郊、公园、学校等优美的
环境中，通过手持无线电测向
机，测出事先隐藏好的信号源
方向，采用徒步、奔跑的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按找到的信号

源数量多少和用时快慢，来决
定运动员的排名。

当天上午 9 时许，伴随着
比赛开始的号令，选手们头戴
耳机，手持测向机，奋力奔跑在
东湖公园环湖绿道上，寻找着
神秘的“电台狐狸”。“这项运动
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可以锻炼
学生的意志和增强团队合作精
神。”本次赛事副总裁判长龙世
警介绍说。

本次赛事赛场设在阳春市
东湖公园和阳春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包含快速测向个人
赛、阳光测向个人赛、无线电
测向机制作赛等竞赛项目。
赛事根据年龄和性别设置了
10个组别，参赛人群不仅有中
小学生，更有成年爱好者，选
手们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角
逐各项桂冠。

女儿小学时开始
存“嫁妆”

江门新会的李女士在日前
出嫁。伴郎们用扁担挑着的一
罐罐陈皮十分“吸睛”。据了
解，这是李女士的父亲储存了
20年的陈皮。

据悉，李女士的父亲从事
陈皮产业。20 多年前，李女士
的父亲承包了几十亩地种新会
柑，晒陈皮成了他们家每年的

“例行公事”。李女士表示，她
还在读大学时，某年放假回来
帮爸爸晒陈皮，父亲告诉她这
些老陈皮是她的嫁妆，在她小
学时就存下了。

李女士出嫁当天，一共装
了8罐新会陈皮做嫁妆，每罐8
斤，年份都在 20年左右。打开
罐 子 ，就 会溢出满满的 陈皮
香。李女士对父亲的心意十分
感动，对她来说，这些陈皮有种

“传家之宝”的感觉，是父亲最
好的祝福。

陈皮年份越久越
稀有珍贵

记者了解到，新会陈皮是
指选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范围内栽培的茶枝柑，取
其果皮经晒干或烘干，开成三
瓣状，并在保护区域范围内贮
存陈化三年以上形成的干品。

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西南
部的银洲湖畔、潭江下游，濒临
南海。“三水融通”的水文奇观
和水土特色，让新会地区土壤
中含有丰富的水分、沉积有机
质和海水盐类。这里地处亚热
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热量充
分、光照时数足、雨量充沛、无
霜期长。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
候条件，非常有利于新会陈皮
形成片张较大、油胞粒大、油室
饱满和芳香浓郁的质量特色。

新会陈皮在历代医药著作
中多被称为“广陈皮”，其味甘、
性温。明代大家李时珍所著
《本草纲目》记载：“（陈皮）苦能
泄、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
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
功……天下以广中（即今新会）
采者为胜。”清代著名国医叶天
士所开“二陈汤”良方，还特别
注明要用“新会皮”。

2006 年，当时的国家质检
总局批准对新会茶枝柑、新会
陈皮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目前，新会陈皮已成为广东十
大南药之一，并于 2016 年入选
首批广东省岭南中药材立法保

护品种。“一两陈皮一两金，百
年陈皮胜黄金”，记者了解到，
目前市面上质量较好的10年新
会陈皮价格每斤在 1400 元至
1700 元之间，有的甚至开价
3000 元 至 4000 元 都 有 人 收
货。20年新会陈皮在市场上更
为稀有，每斤价格超过万元。
由此可知李女士嫁妆的分量之

“重”。

新会陈皮产业发
展动力强势头足

据悉，新会陈皮传统上以
东甲、西甲、梅江、天马、茶坑等
村为核心产区。当地一直有以
陈皮作嫁妆的习俗。如被视为

“核心中之核心”的梅江，有着
“娶个梅江女，陈皮一麻袋”的
传说。据说在百余年前，梅江
有个柑农家庭。每逢年末收
柑，家中母亲总会“挑灯夜战”剥
柑皮。年幼的女儿经常问母亲
收这么多柑皮干嘛？母亲总是
笑着回答“给你当嫁妆”。女儿
一直只当是母亲的玩笑话。谁
曾想女大当嫁时，母亲果然拿出

了一大麻袋的陈皮作嫁妆。媳
妇入门后，那一大麻袋陈皮让夫
家的屋里总是飘着一股香气，让
四邻羡慕不已。梅江女子也因
这传说“身价百倍”。

记者了解到，新会陈皮在
过去数十年间曾遭受病害，产
量锐减。这让陈皮当嫁妆的习
俗一度沉寂。幸好近年来，新
会陈皮发展动力强、势头足，热
播电视剧《狂飙》里泰叔的一句

“陈皮不错”让新会陈皮声名远
播。到 2022 年年末，新会全区
新会柑种植面积 13.9 万亩，年
产新会柑皮 8000 吨。2023 年
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营收超 230
亿元，蝉联“中国区域农业产业
品牌影响力指数”榜首。在这
波产业热潮带动下，以陈皮作
嫁妆的习俗在陈皮产业从业者
群体中再度兴起。不仅如此，
以陈皮作嫁妆的习俗还传到了
全国各地。近年来，在东莞、杭
州等地 ，都有人用陈皮作嫁
妆。每当一罐罐、一筐筐陈皮
出现在迎亲队伍时，总会成为
当地热闻。这也着实为新会陈
皮打了“广告”。

羊城晚报讯 记者欧阳志
强，通讯员杨瑞莲、杨兰摄影报
道：每年春节前后是青枣的成
熟采摘期，韶关始兴县顿岗镇
七北村村民陈尚贵在围下村种
植的牛奶蜜丝大青枣也迎来了
丰收，一个个泛着亮光的青枣压
弯枝头，一批批清香诱人的鲜果
即将上市。

走进陈尚贵的青枣种植大

棚，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青枣树，
每一棵青枣树都呈伞状生长开
来，一个个饱满翠绿、状如鸡蛋般
大小的青枣挂满枝头，让人垂涎
欲滴，忍不住摘下一个尝鲜。

电商陈伟一早就来果园查
看，什么时候可以上市销售。“今天
主要是来看一下果的品质，我刚刚
摘了一个试了一下，口感相当好，
比往年好吃，果很大也相当甜。”

园主陈尚贵告诉记者，顿岗
镇种得最多的水果是各种桔子，
2019年他返乡发展农业，就想着
种点与别人不同的品种。物以
稀为贵，他选择了当年种植当年
就能挂果的青枣。“这种青枣我
们这边没有大面积种植，我刚开
始种植了五六亩，现在已经发展
到20多亩。”

虽说种青枣当年就有收获，
然而，陈尚贵没想到粤北地区冬
季的霜雪天气对这个本是热带
水果的影响有多大。冬枣是十月
开花冬季挂果，一遇到霜雪天气，
一年的收入就打水漂了。去年他
花了20多万元，终于把大棚建了
起来，才迎来今年的丰收年。“受
霜雪的影响，前些年我一直处于
亏损状态。今年把棚搭起来了，

果特别的漂亮而且大，口感也很
好，每棵树产量有三四十公斤，亩
产达 2000 公斤左右。我种了这
么多年，今年总算是看到成绩和
发展前景了。”

陈尚贵种植的牛奶蜜丝青
枣果皮光滑、绿中带黄，果肉爽
脆、清甜多汁，含丰富的果糖、纤
维质和维生素C，深受客户的青
睐，临近成熟期了，陈尚贵夫妻
俩每天都要到园子里查看，把压
弯的枝条用绳子拉起，望着满园
硕果累累的景象，夫妻俩也露出
了喜悦的笑容。陈尚贵说，再过
一个星期，青枣口味达到最佳就
可以上市了，零售价 24 元一公
斤，主要是电商和开园采摘的销
售模式，欢迎大家来园体验采摘
的乐趣。

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兴旺让“陈皮嫁妆”再现

韶关始兴顿岗：

冬日青枣俏枝头 枣农迎丰收

江门新会

我国首台超100千瓦
气动式海浪发电装置下水

京珠北高速
全面解封恢复通行

《2023年深圳市气
候公报》出炉，去年深圳
舒适日数达229天

2023年
深圳实现

全年“零霾日”

广东省无线电测向公开赛在阳江阳春举行

650名无线电测向爱好者
比拼“猎狐”

娶个新会女
陈皮一罐罐

近日，一则“江门新会父亲20年储存60
斤陈皮给女儿作嫁妆”的新闻走红，让不少
网友对新会陈皮的价值啧啧称奇。记者近
日采访时了解到，作为正宗“广陈皮”的原产
地，江门新会一直有以陈皮作嫁妆的习俗。
近年来，随着当地陈皮产业的逐渐兴旺，这
一习俗在陈皮从业者群体中又重新兴起。

2023年 1月，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十七部门印发《“机器人+”
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现翻番，机器人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
显增强。2023年5月，深圳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围绕《“机器人+”
应用行动实施方案》聚焦的十大
应用重点领域，通过发布深圳市
第一批机器人应用示范典型案
例，委托深圳市机器人协会持续
举办典型案例推广活动等举措
大力推进“机器人+”落地。另

外，根据深圳市 2023 年印发的
《深圳市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
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
（2023-2024 年）》，深圳提出开展
通用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和应用，加快组建广东省人形机
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同时，
在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开展临床
辅助决策、医学影像辅助诊断、
医用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试
点；在市容巡查、环境卫生领域
适度超前布局市容巡查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等应用。

在2024深圳机器人产业大

会上，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装
备工业处处长王文华表示，深圳
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发展，其中，智能机器人
产业不仅是深圳“20+8”重点发
展的产业之一，也是推动其他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未
来，深圳将继续为培育智能机器
人产业不断注入新动能。

记者获悉，为促进“产教科
评”深度融合，中国教育发展战
略学会产教融合专委会、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
市机器人协会等各方在大会上

共同发起“先进技术工程人才
培养计划”。该行动计划将聚焦
产教融合、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凝聚科研机构、行业产业、优质
院校等力量，发挥各方优势，整
合优质资源，在校企合作模式探
索、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岗位人
才标准制定等方面开展广泛合
作。通过课题研究、学术研讨、
专业培训、成果交流等形式赋能
政府、企业、院校，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服务人才要素提
升，为国家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2024深圳机器人产业大会举行，企业现场发布智能终端应用场景需求

推动“机器人+”应用落地
随着“机器

人+”行动稳步实
施，机器人应用领域
正加速拓展。在近日
举行的2024深圳机器
人产业大会上，深圳市
城市公共安全研究院、深
圳机场集团、中集集团、
中国移动（杭州）等龙头企
业现场发布智能终端应用
场景需求，为机器人技术
的拓展提供重要的方向
指引。此外，大会围绕
“产教融合 科技赋能”
的主题，邀请了智能
机器人示范标杆企
业、高等院校和职
业院校交流对
接，切实推进
“机器人+”
落地。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日常室内外铝板、幕墙玻
璃牢固性、完好性检查工作量
大，并且高空作业存在一定的危
险性。”会上，深圳市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根据
业务应用需求，深圳机场需要一
款屋面巡检机器人。这款机器
人不仅要能适应高空、大风等环
境，不易掉落，还要安装有摄影
头，可拍照记录及实时监控，并
能适用拼接玻璃、不连续作业面

等不同作业环境，可出具检查情
况报告。

除了上述“屋面巡检机器
人”，深圳机场还针对“高空清洁
业务”和“巡管检查及清污”，发
布另外两款机器人需求。比如，
要求“管网巡检及疏通机器人”
具备管道内遥控或自动驾驶功
能，能适应管道变径、潮湿、垂直
管道等环境，能够传送图像数据
及管道内气体检测数据。在现

场，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研究院
相关工作人员宣讲安全应急机
器人十大应用场景，并据此发布
案例征集。

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研究
院、深圳机场集团、中集集团、中
国移动（杭州）等龙头企业分别代
表着在安全应急、航空航天、港口
码头、通信网络等领域的前沿水
平，其需求将为整个机器人技术
的拓展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

大会围绕“产教融合 科技
赋能”主题还开设了“机器人+”
应用推广教育领域专场，定向邀
请了果力智能、越疆科技、梅卡
曼德、奥比中光4家智能机器人
示范标杆企业，分享科技成果在
教育场景下的应用。还邀请了
50多所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作
为终端用户方进行深度对接，切
实助力教育领域“机器人+”应
用发展。

智能机器人应用需求发布

启动先进技术工程人才培养计划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彭纪宁

李女士的陈皮嫁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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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号”气动式海浪发电装置下水 黄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