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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渔共生促振兴
海青镇大陈村创新水产养殖和果业种植融合新模式

  张强
（左一）和
海青镇乡
村振兴工
作队队员
一起查看
南美白对
虾生长状
况。
 □记者
王 培 珂
报道

5G“触电”，擦出智慧火花
停电“零感知” 供电“更聪明”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古镇口融合创
新区三沙路110千伏顾家变电站门
口，2座崭新的10千伏配电柜投入
运行，它们是刚刚建设完工的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的5G智能电网的一
部分。该项目由国网青岛供电公
司与中国电信青岛公司、华为公司
联合打造。截至目前，合作三方在
古镇口融合创新区、崂山金家岭、
奥帆中心等地已部署30余个5G站
点，借助5G技术赋能传统电网转型
升级，有效支撑5G智慧电网应用，
在提升供电服务质量、电网运检效
率以及共建共享方面进行了有益
尝试。
　　“这些配电柜都配置了5G配网
线路差动保护，可以实现电网对配
电线路上发生的故障在几十毫秒
内自动切除，能够实现停电‘零感
知’，不在故障区域的用户甚至感
受不到故障的存在，相比于以往一
有故障全线就停电的情况，供电服

务水平有了巨大飞跃。”在现场核
对设备信号的国网青岛供电公司
运检部专责张陶告诉记者，传统光
纤通信在配电网领域建设总量大、
民事协调难，不适于大规模部署；
3G、4G无线公网又存在延迟高、安
全性低的问题，不适用于线路差动

保护的技术体制。“5G通信技术低
延时、低抖动、安全可靠，契合了配
网线路差动保护的需求。”国网青
岛供电公司通信技术专责李坤告
诉记者，国网青岛供电公司联合电
信、华为以及山东大学创新研发了
适用于5G的配网线路差动保护装

置、部署5G切片网络及边缘计算
设备，经过实验室验证等阶段的不
断完善，保护设备间单向通信时延
降低至8毫秒，保护动作时间达50
毫秒以内，实现了配网保护领域的
重大突破。
  “这两处配电站可以快速切除
各种故障，通过终端的边缘计算能
力进行分布式控制，快速恢复非故
障线路区段的供电，实现500毫秒
内恢复供电。”国网青岛市黄岛区
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专责李钰琪
告诉记者。
　　此外，7月10日，位于古镇口的
35千伏顾家变电站内，最新式的5G
削峰填谷基站作为5G智能电网项
目的另一项创新应用投入运行，开
始为西海岸地区电信运营商的5G
设备提供廉价稳定的电力供应。

“经过测算，这种5G基站电力供应
智能削峰填谷方案每年仅一个基
站就可以节省电费1.38万元。”李
坤说。

  三沙路上两座崭新配电站正式投入运行。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记者 王培珂  

　　本报通讯员 曹玉春
　　  

  走进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
大陈村，几座大棚格外引人注目。
与人们常看到的蔬菜、瓜果大棚不
同，这些大棚里不仅种植着蓝莓，
还有不少水产养殖池。这正是大
陈村创新探索出的“果渔共生”模
式——— 将水产养殖、果业种植在一
个大棚内立体发展，实现融合。

智慧大棚果渔共生

　　据了解，该项目注册资本5000
万元，由海青镇乡村振兴工作队于
2019年初引进，由山东创茂和实业
有限公司投资、经营和管理。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为“绿色高效果
渔融合示范基地”，占地60亩，目前
已有1个智慧渔业大棚处于养殖试
验和模式探索阶段，后期计划增加
至14个智慧渔业大棚；二期为“智
慧渔业产业基地”，占地300亩，已
完成土地流转258亩，共有果渔融
合观光展示区、循环水养殖区、加
工区、民宿区等七大板块，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南美对虾
养殖基地。
　　“我们在智慧渔业大棚内进行
了南美白对虾和蓝莓的融合种植，
目前这个大棚内有54个水产养殖
池和150棵蓝莓，一年能产三次虾
和一次蓝莓。”山东创茂和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强告诉记者。

产业帮扶富民兴村

　　聚焦特色项目，打造样板园
区，带动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海青乡村振兴工作队因地制宜，将
帮扶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牢
牢聚焦产业兴旺方针。
　　“在家闲着也没啥事儿，就来
这边帮忙，还能挣份工资。”7月14
日，在智慧渔业大棚里，大陈村的
王荣礼正在忙着给虾池喂饲料。

“现在我和同村其他两个村民一起
在这儿打工，喂虾、摘果，活儿不
累，妇女都能干得了。”当天，在大
棚内干活的共有6人，都是附近村
庄的村民，根据具体工作的不同，
一天可以有80-100元的收入。“目
前我们项目二期六个区还没有建
设，等项目全部建设完毕投产，可
解决当地近100名农民就业。”张强

说。除了工资收入，附近村庄不少
村民还将土地流转给山东创茂和
实业有限公司，获得租金。据海青
镇党委副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宋涛介绍，引进的项目利润还按
比例分红，其中一部分收益归属当
地村集体所有。

科技支撑致富前景

　　项目建设初期，张强邀请了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
所作为科技支撑。“现在一个水产
养殖池一次产虾300斤左右，一年
产三次是900斤。按照目前市场价
25元一斤计算，一个大棚水产养殖
池年收入是120万元左右。再加上
蓝莓收入，一个大棚年产值可达近
150万元。也就是说，一个占地约4
亩的种养融合车间，亩产值能达40
万元左右，比种地强。”张强表示。

　　项目建设过程中，海青镇乡村
振兴工作队针对项目土地流转、技
术帮扶和财政补贴等问题，积极协
调和争取，并多次邀请相关专家，
对项目的规划建设方案论证完善，
确保项目建成运营后壮大村集体
经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现在这
个企业已经进行了专利申请，未来
待项目全部建设完成运营后，工作
队将通过多种措施指导果渔经济
进行品牌化发展。”宋涛说，将不断
提升产品竞争力，打造海青镇的果
渔经济发展特色新样板。

新
闻
更
精
彩

扫
码
看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