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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每秒
算力达十亿亿次

来到文昌航天超算中心，人们的目光

会被一张卫星星座图所吸引。

“每隔10分钟，大家的头顶上，就会有

一颗图里的卫星路过。2019年至2022年，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发射了文昌超算一号、

二号、三号等3颗卫星，它们和我们的合作

伙伴——长光卫星公司的105颗在轨卫星

共同组成了吉林一号主网星座，是全球最

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8月19日

下午，文昌航天超算中心讲解员符静娴向

“学习强国”采访调研团的编辑记者们介绍

这个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超算中心的运

作情况。

在天上，有108颗卫星采集数据，在文

昌，则布局了4座遥感卫星地面基站和8座

北斗卫星地面基站进行数据接收。

“当卫星过顶的时候，它就会将数据下

传输至接收站，由接收站进行数据解析。

卫星目前拍摄的宽幅是150公里，精度能

达到0.5米，也就是说，只需要扫两遍，就可

以将全海南拍下来。”符静娴说。

海量的数据，需要强大的算力进行解

析。据文昌航天超算中心项目经理邹冠

生介绍，超算中心建设标准达到国内A

级、国际 T3 级，目前峰值计算能力达

100PFlops，相当于每秒钟提供十亿亿次

的运算能力，主要围绕航天大数据链的全

生命周期开展业务，分为天上拍、地上收、

云上存、超级算、量子传和政企用等几大板

块。超算中心凭借航天数据、超级计算、数

据中心等核心优势，可以为国内外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及政府提供数据算力支撑，助

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
心：预计今年内实现首发

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只是海南航天产业

链的其中一环。

拥有中国首个低纬度、开放性滨海航

天发射场的文昌正不断将得天独厚的区位

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为航天产业发展动

力。和我国其他航天发射场相比，文昌航

天发射场更接近赤道，地球自转线速度大，

不仅能为航天发射节省燃料，还能提升同

型号火箭的发射运载能力。

2023年底，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

心一号发射工位如期竣工，预计今年内实

现首发，可承揽国内外火箭发射业务，将进

一步提升中国商用火箭发射能力。文昌国

际航天城火箭装配厂房也即将完工，未来，

火箭零件可通过海运运抵文昌，在文昌完

成装配甚至生产，节约各环节成本，实现

“出厂即发射”。同时，火箭海上回收平台

也正在打造中，努力实现火箭“返回即复

用”，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这一系列能让企业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在为商业航天这一

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发展铺路。一批国内

头部企业已提前布局，抢抓发展新机遇。

记者从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了解

到，截至2024年6月底，已有2924家企业

入驻文昌国际航天城。2023年，文昌国际

航天城园区完成营收 221.01 亿元、固投

63.22亿元。

未来文昌将利用海南自贸港建设独特

优势，加快“向天图强”“向数图强”，发挥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协同优势，加快提升

新一代载人航天、重型火箭、可重复使用火

箭、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保障能

力，发挥产业投资基金撬动作用，打造科技

创新高地，力争把航天城打造成国家级商

业航天创新示范区与国际合作先行区。

打造南繁水产种业硅谷，
产业链条逐步完善

8月19日，“学习强国”平台及全国各

省级平台“探寻新质生产力·海南行”采访

调研活动的编辑记者们走进冯家湾现代化

渔业产业园，园区内一栋栋现代化的渔业

养殖厂房，一排排实现智能监测的渔业养

殖设备，一个个产业导向的科研项目，向他

们揭示海南如何为充实“蓝色粮仓”，注入

不竭的“芯”动能。

“池子里的每一只种虾，都有它的专

属‘眼环’。”工作人员指着缸里的种虾，向

“学习强国”采访调研团的编辑记者们揭

开种虾佩戴的橙色“首饰”上隐藏的奥秘

——原来，通过这件小小“首饰”上印着的

编号，技术人员可以追溯种虾的基因序列

报告、生物检测报告、家系、批次等生产技

术信息。

“有些虾长得快，有些虾抗病强，科研

人员通过基因检测，对每只虾的‘种族天

赋’了如指掌，再让它们‘强强联姻’，优选

出青出于蓝的后代。过去育一个良种需要

六七年，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和设备的优化

提升，周期缩短至两年。”信邦海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何强说。

坐拥丰富的海洋资源，文昌冯家湾一

带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发展起水产种苗产

业，成为远近闻名的“虾苗谷”。

“海水温度适宜、水质良好，让海南成

为许多水产企业的育种基地。但过去那种

露天虾塘，干扰因素多，育种效率低，台风

一来，什么都没了。”何强回忆道。

近年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指导下，

文昌市委、市政府在会文镇沙港崀启动冯

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建设，打造以海洋

水产种苗繁育为特色，集水产科研育种、种

苗繁育、绿色养殖、科技孵化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区，探索渔业转型升

级之路。

“打造南繁水产种业硅谷，是冯家湾现

代化渔业产业园的核心发展目标之一。”冯

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招商部负责人陈泽

伟表示，园区规划了种业科研、育种制种、

渔业生产、精深加工、休闲体验、海产品交

易、总部经济、综合管理和配套服务等九大

功能区，是海南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探索大

规模推广多层工厂化养殖模式、统一深海取

水和集中尾水处理、带动退养户转型的现

代化渔业产业园，也是海南发展渔业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实践基地。

记者从产业园管委会了解到，目前，园

区一期工程已基本建成。截至2024年 7

月，园区引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大型企

业52家，项目55个，总投资额77亿元，产

业链条逐步完善，一批省级关键科研项目

取得阶段性成果。

构建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奖
励机制

信邦海洋（原渤海水产育种（海南）有

限公司）就是产业园的首家入驻企业。

“现在新建的引种车间，配备了水质监

控、自动投饵、恒温、消毒等设备，用科技手

段排除干扰项，再加上公司与科研机构合

作研发的‘对虾全基因组育种技术’和‘水

产动物多性状复合育种技术’，选种育种效

率和成功率大大提升。”何强说，信邦海洋

在冯家湾投资1.5亿元，建设占地96亩的现

代育种项目，目前已培育出一批获全国水

产原良种委员会审定批准的对虾新品种，

还有一批新培育的良种正进行申报。

在园区的创新研究中心内，数个创新

探索项目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据冯家

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技术顾问邹雄介绍，

研究中心一楼的科研项目主要聚焦东星

斑、东风螺等两个海南养殖规模较大的水

产品种，构建工厂化循环水生态养殖关键

技术体系，为海南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提

供绿色高效示范模式。二楼则主要针对海

马养殖中“亲本繁殖效率低、幼苗成活率不

稳定、养殖成本较高”等瓶颈问题开展养殖

技术研发工作，以期构建出适合中国南方

地区的海马室内规模化生态育苗与养殖技

术体系，全面提高文昌乃至海南全省的海

马养殖效益。

“这几年，在园区的支持下，我们拿下

了海南省省级水产良种场的牌子和多项专

利权，计划申报国家级原良种场。我们培

育的优良品种在环渤海地区市场占有率已

超过进口对虾，目前正计划借助海南自贸

港的优势政策，开拓国外市场，将中国产的

对虾良种卖到东南亚。”何强说。

“下一步，园区将加大对科研研发项目

的支持，除了文昌市级配套资金支持外，还

将构建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机制，激励

科研人员将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陈泽伟

表示，园区还将引导、推动企业进行工业化

养殖技术革新，加快实现智能化、自动化、

工业化水产养殖，并继续加大力度引进水

产种业企业，补齐国际水产种质资源引进

中心、国际水产生物育种技术创新中心、工

厂化智能养殖技术创新中心、智能养殖技

术测试示范基地、生物饵料技术创新中心

等水产种业关键共性平台建设，为水产种

业提供关键共性平台服务，进一步提高产

业发展效率。

做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

文昌构建“航天+”产业新格局

昔日“虾苗谷”升级“良种库”
文昌冯家湾产业园为渔业转型注入“芯”动能

中国首个商业航
天发射场拔地而起，预
计年内实现首发；火箭
装配厂房即将完工，
“出厂即发射”节约成
本；“卫星超级工厂”项
目正在加快推动，预计
年产量可达1000颗卫
星；航天超算中心每秒
钟可提供十亿亿次算
力，服务航天大数据链
发展……8月19日，“学
习强国”平台及全国各
省级平台“探寻新质生
产力·海南行”采访调
研活动的编辑记者们
走进文昌国际航天城，
看文昌如何向天图强
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
火箭链、卫星链、数据
链构建产业新格局。

南国都市报记者
周静泊

一 条 条 东 星 斑
“住”上了楼房，一颗颗
东风螺“喝”着循环水，
一只只白对虾在恒温
车间里“开枝散叶”，选
育出来的优良种苗从
海南“游”向全国……
甩掉过去粗放式养殖
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
文昌冯家湾的水产渔
业换上现代化的“新
颜”。科技加持、向种
图强，是这座昔日“虾
苗谷”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挖掘新质生产
力的答卷思路。

南国都市报记者
周静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