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事人员加强危险品运输船安全检查。

海事人员维护三峡库区学生渡。

三峡五级船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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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 5月 7日，巴拿马籍“日本商
人”号由长江引航员引进张家港。

“巴拿马籍‘日本商人’号货轮是建
国后进入长江内河港口的第一艘外轮，
我们引领并见证了长江对外开放的伟
大时刻。进江前夕，我们仔细研究引航
方案；将英语操作口令录成磁带，不断
听、读、记、背，提升英语口语能力……”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77 岁高龄的原长
江引航中心高级引航员吴民华仍激动
不已。

“日本商人”号驶抵张家港，奏响了
长江对外开放的乐章。从此，长江对外
开放步伐加快，沿江各港相继开始接靠
外国籍船舶，长江引航在其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40年间，长江引航不仅成为长江连

接世界的重要桥梁
和纽带，也成为长
江沿线地区对外开
放的先行者和引路
人。为适应船舶大
进大出、快进快出
的 需 要 ，2001 年 9
月 21 日，长江引航
中心主动与国际先
进引航方式接轨，
试行分段引航，通
过船舶在航行中交

接引航员，实现“人停船不停”，有效加
快了船舶周转，极大提升了港口装卸效
率。

40年间，长江引航人凭借良好的引
领技术和服务，一步步把世界引进长
江，把长江引向世界。随着长江南京以
下 12.5米深水航道的建设，开普型船舶
可直接进江。对港口来说，每靠泊一艘
开普型船，能直接增加营业收入 100 多
万元；对引航员来说，开普型船吃水达
到 11 米以上，技术要求更高。为此，每
次执行这类任务，长江引航中心总是周
密安排，精心引领，确保这些超大型船
舶顺利进出长江。据江阴港港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2015年开普
型船舶开始进入江阴港，让江阴港口集
团一改常年亏损状态，收益连年增长，

逐渐实现扭亏为盈，不仅盘活了企业，
而且带动了整套船舶服务产业链的发
展。

如今，长江引航中心服务沿江 20多
个开放港口，其中包括 14 个亿吨大港，
近 600 个码头泊位，200 余家船舶代理
公司，年引航业务量近 6 万艘次。这些
船舶运输了沿江地区所需 85%的铁矿
石、83%的电煤、90%的外贸货物……

对外，长江引航员以优质服务面向
世界；对内，长航人也用优质的服务面
向沿江各港航企业。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长江沿线各大港口生产量从

“高增长”到“高回落”，行业景气度明
显下滑。为了帮助长江沿线港航企业
度过金融危机的“寒冬”，长江航务管
理局（以下简称“长航局”）从 2009 年起
开展“春暖行动”，一系列帮扶举措给
港航企业“穿上保暖衣”。从 2009 年的
帮 扶 措 施 到 2015 年 开 始 的“ 服 务 措
施”，更名意味着长航局在经济新常态
下服务港航企业的制度化与常态化。

长航局系统各单位也积极响应，出
台了一系列具体帮扶措施，如长江航运
公安局积极响应长航局“春暖行动”的
号召，深入开展“大走访”活动，进企
业、登船舶、听民声、访民意，将温暖送
进港航企业，为社会发展创造更加和谐
稳定的环境。

砥砺前行砥砺前行4040载载 长航服务谱新篇长航服务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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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78 年年，，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注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这一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长江航运发展史上最长江航运发展史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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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 年筚路蓝缕年筚路蓝缕，，长航儿女用坚实的脚步一寸寸丈量长江长航儿女用坚实的脚步一寸寸丈量长江，，保安全保安全，，促畅通促畅通，，不断优化运输服务不断优化运输服务，，让黄让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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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0 年栉风沐雨年栉风沐雨，，长江航运长江航运““软件软件””条件不断提升条件不断提升。。““平安长江平安长江”“”“春暖行动春暖行动””、、定线通航定线通航、、引航服务……长引航服务……长
航服务已润泽南北两岸航服务已润泽南北两岸，，惠及港航万家惠及港航万家，，长航人也实实在在成为港航企业的长航人也实实在在成为港航企业的““娘家人娘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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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一江水，安全能行船。改

革开放以来，长江航运的质量与内
涵虽然随着时间变迁而不断丰富，
但是建设“平安长江”的初心从未
改变。

近年来，长航局构建了“大安
全”综合管理新思路，即：以人民安
全为宗旨，以长江生态安全为核
心，以水上交通安全为根本，以长
江航运治安消防安全为保障，以内
部生产安全为基础。“五个安全”相
互联系，辩证统一。

思路为先，落地则实。长航局
多措并举，将安全理念化为行动，
做出了实打实的好成绩——

扎实开展“平安渡线”创建活
动。长航局制定渡船“116”长效管
理机制，开展渡船“斑马线”“春雷
行动”“渡口渡船回头看”等专项行
动，并在突出重点时段强化渡运安
全监管，运行管理网络，搭建渡口
渡船数据库，守护沿江百姓出行的

“生命线”。
积极推进“平安船舶”创建活动。“吨位换吨

位，客位换客位”等船舶运力置换措施，让船型
标准化在长江干线上大力推进，三峡船型、高能
效船、LNG 动力船等一批新型船型成为示范典
型；旅游客船、危险品船舶、砂石船舶、易流态化
固体散装货物运输船舶等四类船舶成为海事部
门关注重点，查源头、治隐患，长航人用无数个
伫立在船头的日日夜夜换来水上一方平安。

“平安航道”“平安三峡”“平安引航”“平安
工地”……“平安长江”建设将“平安”理念以六
大工程形式深入长江航运的方方面面，织成一
张牢固的“安全网”，让两岸百姓宽心，让港航企
业放心。

水上应急救助能力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以
来，长江水上应急救助装备基地建设全面加快，
巡航救助一体化机制全面运行，应急救助能力
显著提升，人命救助成功率高达 98%以上，死亡
人数减少近 80%。40 年来，共设置搜救中心（分
中心）60 个、救助站点 183 个，建设综合救助基
地 9 个、溢油应急设备库（点）12 个、巡航救助船
艇 300余艘。

安全监管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从“一条
艇、一双手、一支笔、一张纸”到 VTS、无人机、电
子巡航等有机结合，“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
反应快速、救助有效、服务及时”的现代安全监
管立体化体系日渐成熟。

40 年初心不忘，40 年风雨同行，长航人正用
更加优质的服务谱写新时代长江航运发展的新
篇章。

船舶定线制助力航运畅通A

三峡通航能力不断挖潜B

优质服务展国门形象C

俗话说，“有水就能行船”，然而让
船既要走得了，还要走得好，保证航运
畅通是关键。

回溯改革开放之初的长江通航状
况，千百年来的“上行走缓流，下行走
主流”的航法俨然成为一道自然法则。

“那个时候大船与小船、航速快的船舶
与航速慢的船舶相互交叉，船舶航路选
择随意性大，江面上险象环生，事故频
发。”在长江上行船多年的一位老船长
告诉记者，随着航运市场的发展，传统
的自然法则弊端日现。

90 年代初，长江海事部门着手长
江干线航路规范研究工作。在充分考
虑辖区各段航道特点、船舶状况、交通
流量等通航环境的基础上，先后出台
实施了《长江下游分道航行规则》《长

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长江三峡
库区船舶定线制规定》《长江安徽段船
舶定线制规定》《长江中游分道航行规
则》《长江三峡大坝—葛洲坝水域船舶
分道航行规则》《长江上游李渡至界石
盘船舶分道航行规则》《长江上游界石
盘至成贵高铁宜宾金沙江大桥船舶分
道航行规则（试 行）》等 8 个定线制规
定。

其中，2003年 7月 1日，由原交通部
颁布实施的《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
定（2003）》在内河航运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自此，过往船舶统一遵循“大船
小船分流、避免航路交叉、各自靠右航
行及过错责任原则”。

通过对特定船舶航路、横驶区、停
泊区的规范，船舶交叉相遇情形有效减

少，船舶航行、停泊随意，船舶交通流
向复杂等局面也得到了根本性扭转。

各区域定线制的实施极大提升了
通航安全水平。以《长江中游分道航行
规则》实施前后为例，长江中游等级事
故数下降了 61.8%，等级事故中碰撞事
故 数 下 降 了 60% ，死 亡 人 数 下 降 了
56.5%，沉船艘数下降了 53.2%。死亡人
数和沉船艘数，下降幅度明显，水上安
全形势明显好转。

此外，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
首次实现了内河航路及航法与国际惯
例和海上规则的接轨，同时它为我国在
内河水域实施船舶定线制提供了最早
的成功范例，对全国大江大河的航路建
设发挥了典型的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
是内河航运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江宽水阔好行船。2003 年，三峡水
利枢纽开始蓄水，三峡双线五级船闸也
随之投入试运行。三峡成库后，形成了
670 公里的优质库区航道，水运成为长
江上游地区运输方式的首选。

通航后的三峡船闸，迎来了“络绎
不绝”的船舶。2011 年，三峡船闸过闸
货运量就达到 1亿吨，提前 19年达到了
设计通过能力。2017年，这一数据已经
达到 1.38亿吨。

挖掘三峡通航潜力，成为长江三峡
通航管理局一直钻研的事——

强硬件。2006 年，实施了葛洲坝水
利枢纽下游河势调整工程，建设了葛洲
坝大江下游江心隔流堤，改善了大江下
引航道水流条件，使葛洲坝一号船闸通
航控制流量由 20000 立方米 /秒提高到
35000 立方米 /秒，年通航天数由不到
250 天提高到 330 天以上；2011 年，增设
了三峡船闸导航靠泊设施，使船舶由靠
船墩待闸优化为导航墙待闸，缩短进闸
距离约 610米，缩短进闸时间约 9分钟；
2012年，增设葛洲坝一号船闸上引航道

船舶临时待闸设施，使其单向运行时运
行效率提高 20%。

优 管 理 。 2003 年 开 始 先 后 限 制
100、200 总吨的船舶过闸，提高准入门
槛。自 2013 年开始禁止 600 总吨以下
商船过闸，提高闸室利用率。从 2009
年起实行两坝间分道航行，改变了以往
船舶“自行其道”所带来的航路交叉、
会遇频繁等状况，优化了通航秩序。同
时开展了三峡船闸 145 米水位运行时，
下行船舶一闸室待闸研究，形成了《三
峡船闸一闸室船舶待闸实施办法》和安
全规定，实现了四级方式运行时，船舶
一闸室待闸，缩短进闸距离约 1000 米，
缩短平均进闸时间约 15 分钟，使三峡
北线船闸运行闸次每天提高 1—2 个闸
次。此外，还开展了船舶同步进闸、同
步移泊等研究，缩短了船舶进闸和移泊
时间。

促创新。研究快速检修关键技术，
完成了《三峡船闸快速检修关键技术研
究》，使葛洲坝一号船闸计划性大修停
航时间由 2005年的 86天减少至 2012年

的 55 天，葛洲坝二号船闸计划性大修
停航时间由 2001 年的 85 天减少至 2014
年的 20 天，葛洲坝三号船闸计划性大
修停航时间由 2003 年的 105 天减少至
2015 年的 20 天。 2012 年、2014 年三峡
南线、北线船闸分别首次岁修，各停航
20天。

提效率。为优化船闸调度，开发应
用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调度系统
和三峡船舶 GPS综合运用系统等信息技
术，实现了“远程申报、滚动计划、信息公
开”，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 24小时、4小
时动态调度作业计划，并充分利用两坝
间锚地强大的“中转功能”，实现特殊天
气状况和大流量条件下的“船舶分段调
度”，大大提高了船舶交通组织效率。同
时，一线职工中亦不断涌现新思路、金点
子。以“罗静排档法”为代表的船舶快速
过坝调度指挥模式、以“链式调度”为代
表的交通组织模式、以“源头控制”为核
心的安全管控模式，使三峡船闸日均运
行闸次数由最初的 24 个提高到目前的
31个，船闸货运量过亿吨已成常态。

引航员告知船员引航员告知船员航行计划航行计划，，并对所引领船舶的并对所引领船舶的
汽笛汽笛、、GPSGPS、、AISAIS等助航仪器设备逐一检测等助航仪器设备逐一检测。。

电子巡航电子巡航。。

三峡库区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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