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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绿美汕随着绿美汕
头建设不断推头建设不断推
进进，，汕头市生态汕头市生态
环境更加亮眼出环境更加亮眼出
彩彩，，不时可见人不时可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景象的美丽景象。。近近
日日，，濠江区滨海濠江区滨海
街道华里社区一街道华里社区一
处农田处农田，，成群的成群的
白鹭或栖息觅白鹭或栖息觅
食食，，或展翅飞翔或展翅飞翔，，
与周边的青山绿与周边的青山绿
水相映成趣水相映成趣，，构构
成了一幅和美的成了一幅和美的
生态画卷生态画卷。。

((刘文钊刘文钊 摄摄
影报道影报道))

生态美生态美 白鹭飞白鹭飞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汕汕铁路全线共设7座站
房，其中2座为既有站房，陆丰南站、陆丰东站、
惠来站、潮南站和汕头南站为新建站房。目
前，汕头段潮南站、汕头南站的建设已进入最
后的冲刺阶段，近800名工人加班加点作业，全
力推进施工进度，保障 6月底站房具备静态验
收和联调联试条件。

汕头南站位于濠江区滨海街道上头社区，
与潮阳区海门镇交界，为中型旅客车站；站场
规模为 2台 4线，设 450米长侧式高架站台 2
座，设到发线两条，正线两条，旅客进出站方式
为下进下出。站房位于主线北侧，总建筑面积
约1万平方米，中间候车大厅1层，两侧为三层
办公和设备用房。

近日，记者在汕头南站看到，站房装饰装
修、设备调试、外立面玻璃幕墙安装、室外绿化
等一系列作业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远远望
去，“汕头南站”四个红色大字鲜艳夺目，以“翼
翔沧海、逐浪汕头”为设计理念、腾飞的海鸥为
意向元素的站房形象已完全呈现。站房以白色
金属铝板构成实面，候车厅玻璃幕墙与金属铝
板形成强烈虚实对比，彰显站房“海鸥”形象的
轻盈感。步入候车大厅，流线型钢网架屋顶已
安装完毕，最大空间高度约 20米，自然光线透
过玻璃幕墙洒进来，整体通透明亮、高大宽敞。

据介绍，汕头南站站房主体结构、屋顶结
构、站台、上下高架站台的电梯和扶梯等均已
完成施工，外立面玻璃幕墙预计6月中旬完成，
现场近400名工人，争分夺秒、抢抓工期，确保6

月底完成建设。
潮南站位于潮南区陇田镇田三村，沈海高

速公路以北、S337省道以东，为中型旅客车站。
站场规模同样为2台4线，设到发线两条，正线两
条，设450米长高架站台2座，旅客进出站方式为
下进下出。与汕头南站站房不同的是，潮南站站
房主体位于高铁站台和主线正下方，中间候车大
厅1层净高6米，南北两侧为2层结构。潮南站
以“涛海行船”为设计理念，站房整体设计融合
海船与潮汕传统民居线条，在中部塑造挺拔有
力的主体屋面，两侧屋面线条向上翘起，形成
犹如出海行船般端庄大气的整体形象。

在潮南站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操作移动式
升降工作平台，对站房外幕墙进行施工，玻璃
幕墙安装工作已接近尾声，白色铝板和玻璃幕
墙材料相间，具有较强的时代感。站房内的装
饰装修、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正有序进行。

中铁建设集团汕汕铁路站房项目总工程
师魏世君告诉记者，汕头南站、潮南站进度基
本一致，目前已完成近九成工程量。按照施工
计划，6月底将完成全部装饰装修及设备调试
工作，达到移交的条件，为静态验收、消防验
收、安全评估、联调联试奠定良好基础。

汕汕铁路先开段范围为汕尾至汕头南
站，作为广州-汕尾-汕头沿海高速铁路新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开通后，汕头至广州
乘车时间将缩短至 1.5小时，对汕头全面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具有重要
意义。 （蔡晓丹）

潮南站汕头南站将于月底建成潮南站汕头南站将于月底建成
汕汕铁路新建站房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汕汕铁路新建站房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今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于8日在
汕头举办。作为广东省第二个举办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
动的城市，汕头将充分展示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发
展成效。近年来，汕头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海洋强省”
三年行动等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做好汕
头市海洋经济发展工作，谋划打造现代海上风电、海洋旅游
业、海洋渔业等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拓展蓝色发展空间，
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市。

打造打造20002000亿新能源产业集群亿新能源产业集群
阳光透过薄雾，倾洒在南澳岛海域的海面上。万顷碧

波间，35台风电机组整齐列阵，白色扇叶迎风转动，将阵阵
海风转化为绿色电力。2021年底，汕头市首个海上风电项
目“大唐南澳勒门 I海上风电项目”完成全容量投产任务，目
前发电量已突破 10亿度，预计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24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5万吨。

拥有 218公里大陆海岸线和 167公里海岛岸线的汕头，
风力资源丰富，有天然发展风电的优势。当前，汕头正依托
良好风能资源和产业基础，建设国际风电创新港，同步推进氢
能、储能、智慧电气装备等产业发展，打造2000亿元新能源产
业集群。5月下旬，位于汕头南澳海域的华能勒门Ⅱ海上风电
场完成桩基础施工，进入风机吊装阶段。这是汕头市第二个开
工建设的海上风电项目，也是省、市“十四五”重点项目，项目集
约、节约用海指标达到广东省领先水平，计划今年底前实现
全容量并网，年均发电量达20亿度。据悉，广澳港三期工程
也有望于今年底动工建设，将建设3个风电运维码头。

据初步核算，2022年汕头市海洋生产总值约为 339.44
亿元，海洋新兴产业呈现新亮点：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
——海洋电力业，从无到有，实现增加值为 1.47亿元；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业亦实现增长，增加值为 4.05亿元。市自然
资源局海洋海岛管理与监测防灾科副科长刘乙希介绍称，
当前汕头正谋划 6000万千瓦海上风电资源开发，依托广澳
港打造集施工建设、运维和出口为一体的海上风电母港，打

造2000亿新能源产业集群。
持续拓展生态养殖效能持续拓展生态养殖效能

在南澳县深澳镇走马埔村，放眼望去，海面上漂浮着大
片彩色生态浮球方阵，宛若彩虹，吸引游客驻足拍照。这些
浮球方阵其实是南澳养殖牡蛎的专用设施，采用PET材质，
可阻挡紫外线，无毒、无味，既推动了牡蛎养殖产业发展，也
为海洋生态保护作出贡献。

养殖生蚝已经有 20多年时间，走马埔村养殖户程成孝
的养殖场面积有 200亩左右，几个月前放下的蚝苗，7月份
就可以收获了。2020年，南澳县采取积极措施全面推进白
色泡沫浮球更换成环保生态浮球工作，也让程成孝尝到生
态养殖的甜头。程成孝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每个泡沫
浮球需要花费 15元左右，现在每个环保生态浮球仅需 10元
左右。而且，以前一名工人每天仅能放置 200个生态浮球，
现在一个人每天就能放置400个，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

“这几年经济效益不错，不仅把养殖做起来了，还带动
村里的旅游业的发展。”程成孝笑着说，如今许多游客慕名
而来，除了到村里来品尝地道的生蚝美食外，还奔着网红打
卡点“彩虹海”而来，而他也对村里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目前，南澳县是全省首个实现全县域将白色泡沫浮球
更换为彩色生态浮球的区县。南澳县深澳镇党建办副主
任庄培阳表示，深澳海洋牧场将继续向生态化、有序化、
可持续发展方向推进，不断拓展生态养殖效能，培育和发
展休闲旅游，进一步增强深澳镇发展动能，不断强化“彩虹
海”发展效益。

打造现代渔业经济区打造现代渔业经济区
牧渔耕海，建设蓝色粮仓，汕头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南澳县平屿深水网箱养殖基地，一尾尾金鲳鱼、鮸鱼、鰤鱼
等优质深海鱼类在网箱深处自由游走，一艘艘渔船或投放
饲料或检修设备，渔民忙前忙后，不亦乐乎。

近年来，南澳县立足渔业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
势，加快推动传统渔业转型升级以及渔民转产增收，引进南
澳县平屿深水网箱养殖基地项目并成功试投产，实现深水

网箱养殖“零”的突破。在深水网箱养殖领域，南澳耕泰洋
水产有限公司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去年 9月，南澳耕泰洋公司首批深水网箱正式投用，进
行金鲳鱼试验性科学养殖。3个月后，首批试养殖的金鲳鱼
成熟上市，市场供不应求。金鲳鱼的丰收让南澳耕泰洋水
产有限公司董事长萧伟源看到了深海网箱养殖的前景，计
划扩大养殖规模。未来企业还将扩大南澳海域深远海养殖
产业，以现代信息技术和工程装备为支撑，联合高校、科研
机构研发设计一座大型深远海智能化养殖设备平台。

从浅海到深海，从“看天吃饭”到“高效养殖”，从单一捕
捞打鱼到水产加工、现代物流、休闲渔业等二三产业全方位
发展，汕头海洋牧场快速发展，“蓝色粮仓”逐渐成形。

另一边，汕头南澳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项目正
准备进入实质施工阶段。南澳县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是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建设的15个渔港经济区试点项目之
一，也是广东省渔港经济区先行先试区。

优化沿海经济带重大产业布局优化沿海经济带重大产业布局
“十三五”期间，汕头市海洋生产总值总体保持较快增

长，均速约10.3%，约占全市GDP的14%至16%，初步建立起
以现代海洋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海
洋渔业为支柱的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2021年，汕头市海洋
旅游业产业增加值为107.51亿元，同比增长8.7%。2022年，
全市水产养殖面积22万亩，水产品总产量47.4万吨，总产值近
80亿元。目前，汕头市已形成以南澳县、澄海区浅海，韩江、榕
江河口区，练江两岸为重点的水产养殖区。在发展近浅海养
殖的同时，积极探索发展深水网箱养殖业和“海上风电+海洋
牧场”模式，今年汕头市有望试点建设2个海洋牧场。

刘乙希表示，汕头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定不
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市”之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调，进一步优化沿海经济带重大产业
布局，推进海洋高端装备、海洋新能源等海洋产
业重大项目在汕头布局，加快打造现代化沿海
经济带重要发展极。 ((李德鹏李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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