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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探索生态养殖的“绿色之变”
周慧敏 罗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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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37年沈阳重型机械厂保留下的完
整吊车，我经常开玩笑说，这是我收藏的最
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徐比莉说。

1986年出生的徐比莉，是成长于比利时
的第四代华裔，幼时经常随父母来中国旅游。
2011年，她以一名创业者的身份来到沈阳。

初到此处，徐比莉动容于其间的烟火气
和人情味。但她发觉城市中缺少了一些“文
化味”。“艺术不是奢侈品，城市发展需要文
化充实，大众需求也必然会产生文化消费。”
她认为。

那时，曾为新中国炼成“第一炉钢水”的北
方重工沈重集团二金工车间搬迁不久，只留下
一栋栋承载几代人记忆的老厂房。望着闲置的
工业遗迹，徐比莉大胆设想，为什么不打造一
座与工业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

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由此而生，“1905年
是中国电影起源年，也是沈阳工业的起源
年，第一家工厂入驻铁西区。保留1905这个
数字，让大家记住那段震撼的工业历史。”作
为创始人和CEO，徐比莉谈及创意园命名缘
由时这样说。

巴黎 104 艺术中心、纽约 soho 商业区、
北京798艺术区，工业活化再利用并不少见。
2012年承接“年逾八旬”的工业遗存后，徐比
莉考察国内外优秀文化市场，沟通链接本地
文化娱乐行业，逐渐形成“沈阳特色”。

在黑色钢梁铁架间，打造“犀牛市集”，
一个个文创小店每年吸引几十万国内外游
客；与多个文化机构、艺术院校合作，发起

“国际当代戏剧节”；举办国际青年艺术家驻在计划、中法文化节、
日本电影回顾展等活动……这座1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成为沈阳
对外文化活动最密集的地方。

“沈阳人喜欢‘撸串’喝啤酒，我们就开发了‘花毛一体’等文化
衍生品。”徐比莉介绍，“1905”已自主打造多个极富流量与影响力
的品牌形象。

阳光从16米的高处穿过一排排玻璃斜顶，洒在纵横交错的钢
铁连廊，投射在原生态的水泥地面上，徐比莉钟爱的暖黄色吊车
完整地“躺”在艺术空间中。时间没有抹去浓郁的工业风格，还吸
引来更多本土原创力量。

如今作为沈阳最成熟的文化创意园区，“1905”受到文创从业者
青睐。“音乐人、设计师、戏剧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这里逐
梦、圆梦。”徐比莉说。

“1905”也打通了沈阳工业活化的“任督二脉”。中国工业博物
馆、奉天工场、红梅文创园等，将见证过新中国工业辉煌的老旧
厂区，改造成延续城市成长记忆的载体。文化的“种子”在沈阳生
根发芽。

“很欣慰用十年时间打造这样一张文化名片，很高兴看到文创
产业在这里遍地开花。”徐比莉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从业者选择沈
阳的文化平台。 （据中新网）

见识先进的“德国制造”

1998年，福建厦门召开第二届中
国投资贸易洽谈会，这是我和德国的
第一次“亲密接触”。

那时，我在厦门一家国企的进出
口业务部门工作。接待从德国汉堡远
道而来的技术专家，是我在投洽会上
的主要工作。德国汉堡 1986 年就与
上海结成友好城市，此后在华投资合
作项目不断增多，中德商界交流氛围
十分友好。投洽会期间，我全程陪同
来自汉堡的政商界人士，带他们近距
离体验中国生活。1999年，第三届投
洽会期间，我依然负责接待德国汉堡
的外宾，两年的接触让我们成为了好
朋友。

投洽会后，这些德国政商界的朋
友邀请我到汉堡参访。那时，德国的
精密仪器制造等高端制造技术已享誉
全球，但国内还很难了解德国高端机
械制造业的实际生产状况，我想借此
机会到德国去亲眼看看领先全球的

“德国制造”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这
样我踏上了前往德国的旅程，无意间
按下了人生转折的按钮。

在德国汉堡国际机场，刚下飞
机，机场的现代化、自动化设施就让
我耳目一新。宽敞明亮的机场大厅，
高效有序的入境流程和各类自动化设
备，超乎我此前的想象，让我印象非
常深刻。汉堡以她扑面而来的现代化
拥抱了初来乍到的我。而后在汉堡市

政厅、精密仪器制造工厂、港口码
头、律师事务所等地的考察，更是让
我应接不暇，惊叹连连。那时我就
想，怎么能把这样的先进技术和高端
产业引入中国？

打开眼界的我，不再满足于做一
个衣食无忧的国企职员。回到国内
后，我很快就决定：去德国闯一闯。
1999年底，我来到德国汉堡创业，从
小型机器的国际贸易做起，由此开启
了我与德国智能制造行业的不解之
缘。

逐步掌握智能制造技术

创业之初，我们对欧洲市场的
了解还是一张白纸，自己掌握的核
心技术也非常有限。公司业务主要
是将德国一些小型机器卖到东欧、
南欧国家，也将中国生产的一些初
级设备销往欧洲。创业团队在市场
需求、技术标准等方面都只能在摸
索中学习。

在与德国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交
流中，我们逐渐了解他们在技术设
计、安全标准等方面的要求。一方
面，我们将德国的先进设备进口到
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在中国升级
设备和技术，生产符合欧洲标准的
产品，再出口到欧洲国家。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常常带领中国工程师
面对面地和德国工程师交流，学习
他们的技术规范。随着市场的开
拓，我们在葡萄牙、斯洛伐克等欧

洲国家建立合作工厂，并成立香韩
集团，业务逐渐步入正轨。

如今，我们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
涉及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等产品以及
医疗器械、新能源、国际贸易、投资
收购德国品牌产品等。目前，公司主
要按照欧洲标准，研发、设计、生产
包括高端智能化印刷包装机械设备以
及智能仓储、智能物流、搬运机器人
等配套设备。通过学习应用德国技
术，我们已具备整厂数字化、智能化
生产线全方案设计的能力，能制造符
合德国标准、与德国技术接轨的设
备，并销往德国等欧美高端市场。我
们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深耕 20 余年，
自有多个知名国际品牌，并在欧美高
端市场享有盛誉。

近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各地考
察，希望建立中德工业产业园，将更
多中国需要的德国制造技术“引进
来”，也让更多符合德国标准的中国
工业产品“走出去”，为中国各地产
业发展和经济转型贡献力量。

为中德深入交流合作搭桥

在 20 多年的摸索发展中，最让
我感到的欣慰的是中国制造业，尤其
是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的飞速发
展。

我刚创业时，中国的智能制造技
术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和德国的技
术差距非常大。在亚洲，德国一流的
高端制造设备主要是销往日本、韩

国，销往中国的设备虽然价格昂贵，
但技术并不算顶尖。20多年来，通过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多年努力，许多智
能制造领域曾经“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逐渐得到破解，中国智能制造水平跻
身全球前列。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
就像中国智能制造业发展洪流中的一
滴水。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
既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

2022 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据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中国与
德国进出口总值达 2351 亿美元。中
国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
易伙伴。中德制造业有很强的互补
性，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双方合作空
间和发展潜力巨大。

2011年，德国公布《高技术战略
2020》，实施“工业4.0”战略。中国
也在全面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中德两
国在推动工业制造转型升级方面的步
调不谋而合。中国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领域发展迅
速，德国在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绿
色经济等领域有领先技术和丰富经
验，中德企业深入交流合作有利于两
国实现“1+1>2”的双赢。

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德国中华文
化促进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国民间文
化交流。新冠肺炎疫情前，我们定期
组织书画展、时装秀等多种形式的文
化交流活动，邀请德国政商界人士到
中国实地考察，通过民间友好往来，
加深德国友人对中国的理解，在海外
讲好中国故事。

冯家湾畔，新厂房陆续落成投产，光网、路
网、电网、气网、水网“五网”设施建设如火如
荼。一座现代化的渔业产业园初具雏形，这是海
南省文昌市探索生态养殖、推动渔业转型升级的
生动写照。

曾经的冯家湾，密布的鱼塘像一块块伤疤，
海岸带遍布一条条取水管道，养殖废水直排大海
……水产养殖粗放扩张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2017年，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海南督察时
指出，“文昌、琼海两市交界的冯家湾海域海水
养殖最为集中，部分区域沙滩已淤泥化”。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大的优势和
本钱，落实环保督察整改，推进渔业转型升级迫
在眉睫。

2018 年文昌市发布了
《文昌市养殖水域滩涂规
划》，划定养殖区、限养区
和禁养区。文昌推动冯家
湾一类生态红线区内养殖
池塘、养殖场全部退出，
并通过种植红树林等方式
开展生态修复。

清退只是第一步。30
多年来，冯家湾一直是全
国有名的海水鱼苗繁育及
水产养殖基地，也是当地
农民赖以生存的“饭碗”。
如何科学推进整改工作，
在保护环境前提下保障百
姓生计，是当地政府面临

的考验。
通过多部门实地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文昌

提出通过置换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利用沙港崀地
区近7000亩的国有土地建设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
业园，安排退出养殖户入园发展，探求群众增收
和生态保护共赢。

园区内，一栋栋水产养殖示范厂房拔地而
起，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原来鱼虾螺也可以“上
楼”，创新的多层养殖模式不仅稳定、可靠，而
且让同等面积的土地提高产出60%以上，养殖效
益可呈倍数放大。

曾广能是首批入驻园区的养殖户之一，目前
已经尝到了现代化工厂养殖的甜头。今年4月到
5月，曾广能陆续销售蓝瓜子斑鱼苗4.5万尾、老

鼠斑鱼苗21.9万尾，销售收入145.5万元。
“比起传统养殖模式，这里温度恒定、光照

可控、空间利用率高，培育高端品种鱼苗很有
优势。”曾广能说，原来在海边的大棚式养殖，
辛辛苦苦赚的钱可能因为一场台风就全赔了。
园区里硬件条件好，养殖风险大大降低，产量
也上去了。

园区建设如火如荼，企业和科研机构也慕名
而来。目前，园区已引进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20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渤海水产育种（海南）有限公司计划在园区
内建设96亩水产育种基地，总投资1.5亿元。“园
区内养殖环境、条件变得可控，从试验养殖情况
看，虾苗成活率和品质较以往传统养殖模式显著
提升。”公司行政主管胡中杰说，项目完全建成
后，南美对虾种虾年产量可达20万对，预计年产
值达2.28亿元。

园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刘文龙介绍，
为破解水产养殖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冯家湾
产业园规划建设了深海取水工程和完善的给排水
系统，即从深海集中取水、统一供水，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海岸生态的破坏，同时有效提升水质。
园区内产生的养殖尾水、加工废水、生活污水
等，经过现代化工艺处理达标后进行排放，不会
对海水造成污染。

刘文龙表示，冯家湾产业园将努力向着“产
业化、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目标
推进，辐射和带动海南渔业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

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王志文——

助力中德智能制造“强强联手”
本报记者 高 乔

1999年，在福建从事国企进出口业务
的王志文第一次前往德国参访。德国现代
化的交通设施、自动化的工厂设备、专业
的技术工人，让他印象深刻。“去德国试
试。”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扎根发芽。当
年年底，王志文前往德国创业，从事智能
制造相关产业，由此开启20余年的中德贸
易事业。

王志文说，他是中德智能制造领域合
作的参与者，也是中国智能制造行业飞速
发展的见证者。助力中德智能制造领域增
进交流、加深合作，是他的事业规划，更
是他的人生愿望。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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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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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下各镇
马垟村，农民驾驶农耕机在翻耕水田，成群的
鹭鸟在水田里嬉戏觅食，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生态田园风光。

王华斌摄（人民视觉）

生态田园 鹭鸟伴耕生态田园 鹭鸟伴耕

图为沈阳1905文化创意园街景。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