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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灶企业、机动车检测巨头广东康士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抢滩氢能赛道

零碳供电供热 氢电小屋“绿”意浓

在丹灶有一座货真价实

的“零碳建筑”，“氢电小屋”可

实现智能调度、全天候“零碳”

供电供热，你是否也想去体验

一下？

走进广东康士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汽车检测设备产

线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而

在园区的另一头，一间“氢电

小屋”格外显眼，这是企业最

新研发成果——应用光伏发

电和自研的智慧氢能平台，形

成了“光伏+制氢+储能+发

电”一体化的多元互补能源发

电微电网系统。

天气晴朗的时候，“氢电小

屋”运行一天，其太阳能光伏可累

计发电60余度，不仅能满足小屋

全部用电需求，还能提供给小屋

隔壁的多个汽车充电桩使用，也

就是说，当你的新能源汽车开进

广东康士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可随时为您的爱车充电。

那么用不完的电该如何处理

呢？如果用电池进行存储，则无

法避免长期储电的流失，但储氢

却不会发生任何流失。因此“氢

电小屋”将多余的电直接用于制

氢，并将氢气进行存储，当天气不

好，太阳能光伏发电量不够使用

的时候，存储的氢气通过燃料电

池发电供给小屋使用。氢燃料电

池发电时产生的热能通过水进行

热传导，存储到水箱和地源热泵

相结合，随时为小屋进行供热。

简而言之，“氢电小屋”先将

太阳能转化成电，电再制氢和储

氢，氢气再通过燃料电池产生电

和热能，“光—电—氢—电（热）”

之间能量转换和能源互补，真正

实现了高效转化、零碳排放的“未

来居家”清洁供能系统。

“氢电小屋”的智慧大屏终

端，可以实时控制能耗系统，对小

屋中所有能耗体系进行实时监控

并精准控制各项能源消耗，帮助

零碳建筑目标精准实现。

空调、电视、电脑、手机、洗衣

机……中国家庭每月的平均耗电

量在100度以上。“氢电小屋”是

作为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丹灶样板”，也是人们未

来生活的写照。

目前，“氢电小屋”的HPC氢

储能产品已取得欧盟认证，并在

德国获得很好的市场认可。更值

得关注的是，康士柏正在探索“氢

气无火催化燃烧”，突破氢气更高

效率的供能应用。

“氢电小屋”开启智能零碳生活

康士柏的传统产品包括燃

油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线、安全性

能检测线、环保检测线、系统软

件及加载制动检测台等。公司

生产的产品覆盖国内近 2500
家安全检测站，相当于国内30%
的安全检测站都采用了康士柏

的产品，在广东、广西、湖南、湖

北和河南市场，这个数字更是高

达90%以上。

作为中国第一家获准加入全

球机动车检测委员会（CITA）的

检测设备企业，其检测业务还覆

盖英国、德国、新西兰等50多个

国家和地区。而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康士柏也紧贴市场需求，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研发一系列

高效、精准、智能的新能源汽车检

测设备。他们的检测设备集成了

绝缘检测、电位均衡和电池管理

系统(BMS)通信检测，能够通过

真实的充电模拟和电动汽车的数

据通信，对电动汽车进行全面有

效的安全测试。

汽车检测巨头坚持智能化转型

作为传统机械行业的康士柏

公司为何会跨赛道发展氢能？这

源于一次偶然机会。康士柏公司

总裁郭颖斯之前选择落户丹灶，

原来看重的是这里拥有9500多
家从事相关五金生产的市场主

体，可以更好地配套他们企业的

生产扩能，但没想到传统的“中国

日用五金之都”的氢能产业也在

蓬勃发展，这里汇集了超70家氢

能企业及机构，补齐了氢燃料电

池及系统8大关键零部件，形成

了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较完

整的氢能产业链条。

经与博士团队深入对接、开展

市场调研，郭颖斯很快找到了氢储

能这条新赛道。随后，郭颖斯带领

研发人员着手研制智慧氢能平

台。她惊喜地发现，小到增压阀，大

到电解槽、电堆，在丹灶都能找到配

套，这使得研发进度远超预期，今年

以来已实现三次产品迭代。

康士柏自 1999年成立以

来，始终在智能化转型的道路上

实践和创新，也正是依托丹灶完

善的五金产业集群和氢能产业链

条，以及强有力的政策扶持，高效

开发出智慧氢能平台，“氢电小

屋”也将在全球发售。

中国氢能看佛山，佛山氢能

看南海，南海氢能看丹灶。去年

以来，国内最大的质子交换膜电

解水制氢装备生产基地在丹灶投

产，补上“绿氢”制取装备制造短

板；百亿级氢能新材料项目落地

丹灶，加快质子交换膜、碳纸等核

心关键材料的国产化进程。取得

这一耀眼成果，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15年来，南海丹灶在产业规

划、政策扶持、标准制定上积极探

索，通过构筑创新研发平台、拓展

氢能应用场景、构建协同高效的

产业体系等措施，实现了氢能产

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蝶变。

传统与未来的美好联姻

文/图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阳 通讯员李妙颜 陈嘉鸣

■康士柏的“氢电小屋”开启智能零碳生活。

■汽车检测巨头坚持智能化转型。

九江镇联发综合店负责人姚迪坚持传承渔网手工编织技艺

他编织的一张渔网卖出12万元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

海吃海”。想要“吃海”，一

张好的渔网必不可少。九

江镇紧邻西、北两江，河涌

水网长度240多公里，渔业

活跃。早期，织渔网、做鱼

筛一度成为九江处处可见

的场景。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合

成纤维机器编成的塑料网

被普遍使用，逐渐代替了传

统手工业，九江的织渔网、

做鱼筛场景已难得一见，这

些手艺，也仅存于老一辈人

手中，面临失传的境地。

“如今，年轻一代很少

再从事这一行了，只有老一

辈还在手工编织渔网。”佛

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联发综

合店负责人姚迪自小就看

着家人织渔网，七八岁开始

跟着学习，不仅掌握了织渔

网这项传统手艺，还可以织

出各式各样、各种规格的渔

网，是当地有名的织渔网能

手。他感叹道，那些曾经陪

伴着人们生活的手工技艺，

逐渐变成了一个时代符号。

九江，超两千万平方米（3万

亩）鱼塘星罗棋布，水产养殖年产

量超10万吨，加州鲈、生鱼等主导

的鱼苗品种远销各地，是全国知名

的淡水鱼苗生产基地。

明中期至清中期，九江乡人不

但垄断了西江鱼花装捞业，还掌握

和发展了培育鱼苗的技术。从20
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工繁

育鱼苗从传统四大家鱼繁育到名

特优新品种选育，生产技术和管理

水平不断提高，九江逐步发展成为

全国知名的“淡水鱼苗生产基

地”。2022年4月，九江鱼花生产

习俗入选广东省第八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随着鱼苗业的兴盛，九江渔

具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除了于

2024年 3月入选佛山市第八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的九江鱼筛编织技艺外，九

江渔网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良

好的口碑。

在靠海吃海的九江，劳作过程

中，渔网难免会破损，找人补不划

算，女人们就在闲暇时间自己补，

渐渐成了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南海市九江镇志》记载，明弘治

十四年（1501年）起，九江镇因渔

业发展需要大量网具，推动了麻织

手工业的发展。到民国初年，九江

麻纺织手工业已发展至6000余

户，约万余人从事相关生产，曾是

当地经济和文化支柱之一，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

2002年，占地面积 3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4200平方米

的九江渔具批发市场在325国道

上东路段落成，铺位经营分设渔具

批发零售区、水族器具区、水产设

备区、饲料鱼药区和水产信息区。

是全国有名的渔具集散地。

九江渔具远外闻名

“当时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来装鱼的车都会来拉一车网回

去。”姚迪的铺面位于九江渔具

批发市场。他回忆道，虽然随着

塑料渔网的出现，九江麻织制品

逐渐失去竞争力，但九江人精湛

的编织工艺让九江渔网仍赢得

众多客户的青睐。

姚迪说，要织一张好渔网并

非易事，除了靠师傅的言传身教

外，还要凭自己的悟性和长期实

践才能掌握。“一张渔网从底部

到外圈，网格有疏有密，要裁网、

织网、接网才算完成。”

在店铺里，姚迪向记者展示

了他的织网技术。只见他左手

拿网，右手执针，一双巧手行云

流水般飞快地在网眼和网线之

间来回穿梭，动作十分娴熟。“你

看，左手拿好网棋，右手拿梭子，

拿稳后右手引线一转一穿，用指

头摁着，再把线扣进去就织好了

一个小网眼。如此反复，织好一

行叫一围。”姚迪一招一式，耐心

地讲授当中技巧。

不同的渔网有着不同的编织

手法，如平纹、斜纹、打结等。在

织渔网时，手指的灵活性和力道

的掌握都至关重要。“每个师傅的

手法不同，但我能做到网与网接

口大小一致，方方正正。”

从事织渔网数十年的姚迪

练就了一身本领。每年，经他手

织的渔网不计其数，销往全国各

地乃至海外。“曾经我制作一张

网，买出12万元。”

一张网卖出12万元

“在我长辈那几代人，织网是

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姚迪说。

传统渔网制作，从加工材料到织

成渔网多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

成，难度较大，习艺周期长，长期

以来织渔网技艺全靠师徒传承，

世代相传。“如今年轻一辈很少从

事这一行了，只有老一辈还在闲

暇中手工编织渔网消磨时间。”

在姚迪的铺面，除了门口挂

着渔网、地笼、抄网等各式各样

产品，有时还会有一辆辆货柜车

满载着新型桁架类网箱，从这里

飞驰驶向全国各地，奔向更广阔

的市场。

随着电商的兴起，姚迪还利

用互联网平台，将渔网产品推向

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希望有年轻

人能喜爱上这门手艺，希望这门

手艺能一代代传下去。”姚迪说。

“九江传承数百年的渔网手

工编织，今天依然保留比较高的价

值，尽管劳动强度大，但它属于渔

猎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具有独特的

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在九江，渔

网还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梦

想，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牢牢守护

着这片渔乡的幸福和希望。

希望传统手艺传承下去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沈芝强 图/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崔绍鹏 通讯员 林筱

■姚迪希望把手工编织渔网技艺传承下去。 ■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