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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要始终坚持实体经
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在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在浩浩荡荡的产业大潮中，汕头勇当先
锋争做表率，坚定不移走“工业立市、产业强市”之路，推动

“三新”产业建设“走在前列”，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汕头实践
迈出坚实步伐。

海上风电新能源产业风生水起海上风电新能源产业风生水起
汕头是中国五大海上风电基地之一，具备风速高、年有

效利用小时数长、海床条件好、开发成本低等海上风电发展
的得天独厚优势。汕头依托丰富的风能资源和产业基础，谋
划推动6000万千瓦海上风电资源开发，构建“1+3+3”海上风
电生态体系，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建设汕头国际风电创新
港，并同步瞄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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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目标，让“汕头风能”这
张名片出新出彩。

近日，在首届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
上，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全新一代海神平
台 16+兆瓦全海域平台机组，引发行业广泛关注，而该机组

“诞生地”正是电气风电汕头智能制造基地。2017年，电气
风电集团广东公司落户汕头，拉开汕头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的序幕。企业投资建设的汕头智能制造基地自 2019年试投
产5年来，先后下线8兆瓦、11 兆瓦、16兆瓦等国内领先的大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其中 11兆瓦机型实现了全球首个 10兆
瓦以上级风机批量商业运营，此次下线的 16兆瓦风机更是
一举成为目前全球已中标最大单机容量、最大风轮直径机
组。在这里，一项项被攻克的技术，一项项被刷新的记录，书
写着汕头海上风电产业装备制造水平不断提升的生动实践。

从制造基地到海上风场，汕头海上风电产业无不展现着

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在南澳县南部海域勒门列岛附近，
大唐南澳勒门Ⅰ海上风电项目的 35台 7兆瓦级风力发电
机组巍然矗立，如同“白色丛林”迎风列阵，履行着海风变

“绿电”的使命。这是汕头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记者了解
到，自 2021年底实现全容量并网，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发
电量超 11亿度。同一片海域，汕头第二个开工建设的海
上风电项目，也是省、市“十四五”重点项目的华能勒门
（二）海上风电场已进入风机吊装阶段。该项目集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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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发电量将达20亿度。

储能新材料产业日新月异储能新材料产业日新月异
作为战略性、基础性新兴产业的新材料产业表现同样瞩

目。经过多年不断培育，汕头新材料规上企业约280家，其中
产值亿元以上企业超百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储能新材料
领域企业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
统能力的提升。

走进位于汕头综保区的广东奥斯博膜材料技术有限公
司展厅，一款款“黑科技”产品在眼前一一陈列。“我们率先
在业内提出采用低温纳滤技术推动盐湖原卤提锂变革，并
拿到了发明专利。”该企业副董事长郑志光难掩振奋地告
诉记者，目前奥斯博的膜产品已在部分盐湖提锂项目中，
成功替代了进口产品，接下来企业将作为膜技术及系统的
供应商，为各大盐湖业主提供低碳、环保的新能源绿色解决
方案，这也将为新能源汽车、电子器件和储能技术的迅速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不久前，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的“退役动力
蓄电池高值化综合利用广东省工程研究中心项目”，成功入
选广东省工程研究中心（首批）名单，同时也是广东省新型储

能产业重点项目。据介绍，该项目联合珠海中力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发起单位，将攻破退役动力蓄
电池梯级利用、拆解、再生利用全链条关键技术瓶颈，并借助
成员单位的工程化能力，进行相应技术的工程化验证，推动
技术的落地和示范，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及成果工
程化、产业化之间的联动通道，推动我省退役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领域技术和产业发展。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蓄势增能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蓄势增能
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2022年，汕头规上新一代电

子信息产业产值 157.4 亿元，工业增加值 32.8 亿元，增速
15.1%，拉动全市规上增长 0.4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上产值 138.9亿元，增速在全
省排第一。

当前，汕头电子信息产业呈现稳步增长发展态势，基
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
的电子信息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依托国际海缆登陆站及
区域性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优势，汕头积极培育发展数
字产业，首都在线、连连支付等云计算和互联网服务相关企
业相继落地，广东移动AI创新应用中心等重点项目开工建
设，并积极争取百度等企业在汕头落地VR及无人驾驶领域
相关试点项目。

“汕头高度重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将其作为‘三
新两特一大’重点发展产业。”汕头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按照省、市相关部署要求，聚焦“大平台”“大项目”“大
企业”，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新一代电子
信息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面支撑制造
强市、网络强市、数字特区建设。

（（杨舒佳杨舒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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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特色民俗和传统文化火热出圈，备受追捧的英歌舞
热度未减，热闹的“龙舟景”又引来各地游客，非遗手工体验
活动更为小公园增添了人气……今年端午假期，汕头市各
类文化活动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魅力，吸引了大量客
流，带旺了人气和消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近年来，汕
头市积极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深挖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持
续深化文物保护和非遗传承，以汕头美食展现城市独特魅
力，让“诗”和“远方”在互联共融中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

民俗文化热潮带动旅游市场升温
赛龙舟的队伍劈波斩浪，岸边人潮涌动，现场村民、游客

的欢呼声、呐喊声、加油声不绝于耳。当前，端午节的民俗逐
渐演变成旅游的吸引点，在民俗与旅游的融合中，更多人体
验到这份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承。

端午赛龙舟的传统，在汕头由来已久，是深受各地群众
喜爱的端午节“重头戏”。今年端午期间，多场精彩纷呈的龙
舟竞渡活动在公园里、村子里、练江流域上开展，不仅有政府
部门主办的龙舟展演活动，也有村民们合力发动的传统龙舟
赛，一艘艘龙舟伴随着雄壮的鼓点，在船桨翻飞中劈波斩浪，
不仅传承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也为城乡各地营造了欢乐喜
庆、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非常精彩，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参与赛龙舟，相
信这项民俗会一代代传下去。”来自武汉的游客吴
女士趁端午放假来汕旅游，刚好赶上享有“龙舟村”
美名的桥头社区举行龙舟赛，男女老少齐聚龙舟赛
场的场面让她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她表示，汕
头不仅有美食，很多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也非常值
得前来现场体验。“疫情过后，汕头各村相继举行龙
舟活动，许多周边城市的游客前往观看，同时也带
动乡村旅游。”据汕头市中国旅行社导游郑逸敏介
绍，端午假期来汕的游客以年轻人居多，大多都是
自由行，除了汕头美食，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下，英
歌舞、龙舟赛等传统文化都成为游客非常感兴趣的
内容，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旅游市场升温。

“小公园+非遗体验”增添人气
坚持以文彰旅、以旅塑文，汕头市持续发力用

文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把更多文化内容、文化
符号纳入旅游线路、融入景区景点，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同时，用旅游带动文化传播、推动文化繁荣，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活起来”。

端午节，汕头小公园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热闹非凡，非
遗手工体验活动精彩呈现，常态化开展非遗文艺系列活动由
此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木雕、嵌瓷、剪纸、传拓技艺等项目
的18名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及技艺人才纷纷展示精湛

技艺，吸引了大批游客群
众。从今年端午节开始，小
公园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
常态化开展一系列非遗文
艺活动，每周六举办小公园
人才讲堂，每月双周周六举
办非遗手工体验活动，每月
双周周日举办青年人才创
业市集等活动，更广泛地集
聚人才和服务群众，讲好汕
头故事，推动潮汕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不少市
民游客前来感受非遗之美、
参与体验非遗手工。

小公园开埠区是海内
外潮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凝
结着无数优秀潮人游子的
集体记忆。近年来，小公园
开埠区在保育活化中不断
焕发新活力，已成为节假日
最受游客喜爱的打卡点。
小公园周边，一批特色鲜
明、主线突出、脉络清晰、内
容丰富的专题博物馆群，生

动展现城市历史遗存。中山纪念亭核心街区，特色小吃、咖
啡馆、饮品店等各类餐饮、娱乐消费场所拓展该片区的消费
活力和商业价值。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不仅有各类非遗文
创产品，还有非遗大师与游客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绝活，将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释放文旅经济活力。

“暑期档”旅游有望持续升温
端午过后，“暑期档”旅游热潮也将悄然来临。汕头作为

一座海滨城市，海岛、海湾和海岸带是汕头最具市场竞争力和
吸引力的自然旅游资源。汕头市依托良好生态环境，进一步
丰富旅游消费内涵，激发和释放人们休闲旅游的消费活力。

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的汕头南澳县是北回归线上的一
片绿洲，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市民游客上岛观光旅行。据南
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入岛人次13.6
万人次，同比增加5.17%。近年来，南澳县深入推进绿美南澳
生态岛建设，旅游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沙滩大海、海鲜美食、
特色民宿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端午期间，前往海滩畅洗

“龙须水”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踏浪戏水、人头攒动的景象
相信在暑期将持续“上演”。

传统民俗、非遗技艺、活力老城、滨海风光、潮菜美食
……丰厚的文旅资源，奠定了汕头市文旅产业发展的坚实基
础。利用好、发挥好禀赋优势，推动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汕头市因地制宜高位谋划、高位推动，不断完善规划体系
和体制机制，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和产品创新，与当下年轻消费人群的审美与体验更好融
合，更好地满足了现代人对文化消费的多样化需求。

有旅游业界人士表示，文旅产业既是拉动内需、繁荣市
场的重要领域，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项需
要。人们对旅游的期望从“看山看水看风景”逐渐向“观文品
史、体验生活”转变，其中折射出旅游产业多样化、个性化的
发展趋势。文旅深度融合的背后，正是不断升级的消费需
求，加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将有力推动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林蓁林蓁摄影报道）

传统文化底蕴激发活力传统文化底蕴激发活力
汕头市端午期间举办龙舟竞渡、非遗体验等活动引爆客流

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潮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人流如潮。。 （（方淦明方淦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