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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跨越发展，40 年
碧水安澜。绿色水运的发
展离不开强有力应急处置
能力。

规划先行，机制保障。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交通
运输部就通过加强相关立
法、出台专项规划、促进
国际合作、建设溢油设备
库工程等一系列活动，我
国的海上溢油应急能力不
断提升。

2010 年，为提高我国
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能
力，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印发了《关于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牵头部
门和职责分工的通知》，
明确了涉及海洋环境保护
的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在
溢油应急工作中的职责和
任务，要求交通运输部会
同有关部门编制国家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设规
划，组织、协调、指挥重大
海上溢油处置工作。

2012 年，国务院批复
建立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旨在建
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
运转高效的海上应急管理机制，有
效整合各方力量，切实提高重大海
上溢油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维护我
国海洋环境安全、清洁。其中，中
国海上溢油应急中心是国家重大
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会议
的日常办事机构。

此外，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投资建设的
溢油清除系统不断发展壮大。我
国会同日、俄、韩等国共同建立了
西北太平洋区域溢油应急反应体
系。截至“十二五”末，全国沿海地
区建设国家级溢油应急设备库 24
座、基本覆盖了高风险集中海域；
在长江干线投资建设 12 个国家级
溢油应急设备库。我国还在深圳、
上海、青岛、海南、秦皇岛等海域，
组织了 6 次较大规模的海上溢油
应急演习。

为系统推进溢油应急能力建
设、强化溢油应急处置顺利开展，
2016年，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印发了《国家重
大海上溢油应急能力建
设规划（2015—2020 年）》。
2018 年，《国家重大海上
溢油应急处置预案》经国
家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
溢油应急处置部际联席
会议审议通过，各港口城
市也按照要求基本编制
完成并发布了防治船舶
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
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
规划和预案。

技术引领，全面提升
了 污 染 防 治 处 置 能 力 。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展
研究气相色谱法和萤光
光谱法溢油品种鉴别方
法。两种方法均是国内
首次通过大量科学实验
提出的较为实用的方法，
为追查油污染源提供了
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和监
测手段，对我国海洋和港
口防油污染作出了贡献；
1987 年，我国研制完成了
充气式围油栏样机、围油
栏检绕机及其液压驱动

系统以及吸气机，其性能达到 80
年代末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
获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进入 21世纪，针对我国沿海能
源增加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迫
切需要，远洋船舶压载水净化和水
面溢油应急处理关键技术研究相
继展开，重点研究溢油遥感识别与
检测，溢油污染损害预测与预警、
溢油控制和快速处理，船舶压载水
处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为我国的
海上应急快速反应系统高质量建
设和商效率运转提供了先进可靠
的技术支撑。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永
葆水运生机和活力，为子孙后代留
下一条条清洁美丽的水上高速公
路，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
务。交通水运人必将奋力书写建
设绿色长江的民生答卷：水运综合
效益显现，船舶标准化、污染防控
效果显著，非法采砂基本杜绝，岸
线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青山绿
水的幸福之花将在他们的守护中
竞相绽放。

绿色发展入人心绿色发展入人心 美丽水运添活力美丽水运添活力
□□ 全媒记者全媒记者 胡逢胡逢

今日的长江口，一边是船行如歌大江流的壮丽，一边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景，这是我国水路交通行业 40 年绿色蜕变的美好缩影。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伟大的转折推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开启了我国水运行业绿色发展的新征程。
40 年以来，一座座生态良港临水而兴，一条条绿色示范航道释放活力，一波波低能耗运输装备不断涌现，一项项环保举措积极落实；40 年来，水运发展在抓生态的同时，更注重

安全通畅，绿色发展的理念渗透在水路交通行业的方方面面。当前，我国水运行业正不断提升“含绿量”，朝着科学、健康、绿色的方向阔步前行。

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中央与地方政府有
关部门在促进内河水运发展的政
策和体制改革方面作了一些探
索，放开并活跃了水运市场。

40 年积极探索，40 年精心呵
护。在打通水运“道路”的同时，
我国交通部门一直探索绿色水运
发展之路。

2002 年，长江航道局开始固
化河沙块的研制工作，并将研究
成果成功地运用于长江中游沙市
河段三八滩应急守护工程。固化
河沙块作为砼块的替代品，其制
作原材料——河沙可以就地取
材，拉开了绿色航道建设的新征
程。

“九五”期以来，国家大力开
发水运绿色资源，大型航道整治
工程相继展开。

40 年与水为伴。水运人学会
了“与天为徒”的法则，推进了长
江生态航道建设等环保示范工
程，在航道建设中坚持生态设计、
绿色施工，落实环保建设措施，加
强相关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建

立并实施了生态修复和生态补偿
相结合的新机制。

航道建设者们更加注重港区
绿化等生态建设工作，不断提升
港区的绿化率。随着环保意识的
逐渐提高，航道整治过程中，采取
生态护坡、透水结构、“毫秒微差”
爆破、声驱法等方式，减少对水生
态环境和水生生物的影响。

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和洋山
深水港区工程率先对海洋生态与
渔业资源的现状进行了分季节、
大范围的调查监测，对生态系统、
食物链网、既往环境问题等进行
了科学系统的分析，在揭示不同
类型影响机理的同时，定量化地
模拟计算生态环境影响源及其影
响程度和范围，有针对性地提出
预防、诚缓、恢复、补偿不利影响
的对策措施，该项工作已通过国
家组织的工程竣工环保验收。

荆江河段生态航道工程对河
段的水文情势进行了模拟分析，
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生态调查
和环境监测，通过应用透水框架、
护岸鱼巢、植生型钢丝网格、生态

护坡砖、仿生水草垫等生态技术，
有效降低了航道整治工程的环境
影响，增殖放流鱼苗两千余万尾，
修复陆生、水生生境 218 万平方
米。 2014 年，荆江工程被交通运
输部列为“全国生态环保示范工
程”，荣誉背后凝聚着水运人的坚
定信念：既做航道的建设者，也做
绿色的守护者。

近年来，一批批长江生态航道
建设等生态环保示范工程持续推
进，在航道建设中坚持生态设计、
绿色施工，落实环保建设措施，加
强相关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得以
重视……

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一条条
水上绿色“五线谱”被勾勒出来，
一条条航行的船舶更像是“五线
谱”上跳动的音符，演绎着一曲曲
绿色航运之歌。

40年厚植生态底色，40年唱响
绿色乐章。

作为《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纺织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的缔约国，历年来，我国积极开
展船舶污染防治工作。1983年，我
国就编制出台了《船舶污染物排放
标准》，对船舶污染物水上排放限
值和条件进行了规定。

2012 年，中国船级社发布《绿
色船舶规范》，是全球首部针对节
能、环保、工作环境的绿色船舶规
范，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船舶的绿色
环保水平。

40 年来，水运人对绿色发展的
追求从未停止，他们通过念好“加
减乘除”四字经，持续强化船舶污

染防控。
——在船舶污染物防治上做

加法。 2015 年 8 月，我国发布了
《船舶与港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
施方案》，加强了港口作业污染治
理，推动了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
施建设，提高了船舶含油污水、化
学品洗舱水接收处理能力，开展了
LNG 动力船舶、港口岸电、绿色港
口创建等试点示范并逐步推广。
大力推进船舶压载水管理公约履
约准备工作，加大履约宣贯力度，
加强压载水处理技术研发。

——在船舶污染排放总量上
做减法。为降低船舶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改善我国
港口城市的环境质量，2015 年，珠
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
域设立船舶排放控制区，逐步推进
船舶使用低硫燃油。2016年，内河
船舶开始全面使用环保要求更为
严格的普通柴油。加快推进船舶
受电设施和油气回收装置的改造，
以推动岸电和油气回收应用。试
点开展电动船舶和 LNG 船舶，加强
船舶清洁能源利用。

——在船舶防污染统筹协调
机制建设上做乘法。2018年，修订
后的《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
准》正式印发，全面提高了船舶污
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促进了船舶低
排放装备的更新配备。多数港口
城市出台船舶污染转移联单制度
和多部门联合监管制度，逐步建立
起跨部门、覆盖污染物接收处置各
环节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交通运
输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印
发《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
发布了长江干线、京杭运河、西江
航运干线液化天然气加注码头布
局方案（2017—2025 年），以试点示
范项目带动，完善相关标准规范，
利用船型标准化资金政策积极引
导 LNG船舶新建或改造。

——在淘汰船舶、排放惩罚上
做除法。加快实施淘汰不符合环
保技术标准要求的老旧船舶。组
织开展了“打非治违”、船舶超载、
砂石船、危化品船舶安全隐患等专
项整治活动。重点开展了渤海、三
峡库区、太湖流域的船舶污染防治
工作。

同时，我国船型标准化也取得
了显著成果，通过推广标准船型、
三峡船型和清洁能源动力船，仅长
江干线船舶的单位能耗就下降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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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运发展提质增效为水运发展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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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定而后动，在事关绿色水运
发展的战略规划上，交通部门高
起点谋划，擘画水运发展新蓝图。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
率先在港口规划管理工作中明确
要求开展环境保护论证分析，开
启了规划阶段注重环境保护的新
思路，从源头上减少了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

2004 年起，全国沿海、内河港
口在规划阶段开展环评工作，从
环境保护角度对规划方案提出了
优化建议和措施，在规划层面上
避免了产生重大的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

2012年，交通运输部与环境保
护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通知》，出台了港航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点；2013 年，
《关于推进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
然气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2014

年，《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试
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印发，公布
了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首批
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核准了一批
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进行试点运
营……“绿色水运”从规划变为实
实在在的行动。

近年来，港口码头建设落实了
环保“三同时”要求，并配套建设
有环保基础设施。全国煤炭运输
的上下水港、重点矿石运输港口
均采取了粉尘污染控制措施。加
强了运输结构调整，推进了大宗
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以控
制港口集疏运的大气环境污染。

2015 年，交通运输部印发《原
油成品油码头油气回收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青岛港等部分油品运
输重点港口安装了码头油气回收
装置，截至“十二五”末，全国港口
污水处理设施超过 700 套，污水年
处理能力超过 2 亿吨。内河运输

船舶标准化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200
万吨。同年，蛇口集装箱码头等 8
家单位获评“中国绿色港口”称号。

2017年底前，全国大多数港口
均编制完成并印发了《港口和船
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
设方案》，港口环保基础设施得到
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港口节能
减排取得突出效果，实施节能减
排示范工程，组织了 10 余个水路
交通节能典型示范项目，开展了
天津港、青岛港等 11 个绿色港口
试点项目。

此外，全国还建立了能源消耗
的精细化合同化管理、集装箱码
头全场智能调度系统等新的模
式。全国大型港口基本完成了轮
胎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油改电”
技术改造。 2017 年，交通运输部
印发了《港口岸电布局方案》，系
统 性 推 进 岸 电 设 施 建 设 安 装 ，
2016—2018 年，共对 3 批 245 个靠
港船舶使用岸电项目安排补助资
金 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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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运河枣庄段。

▶荆江工
程腊林洲护岸
施工。

▲长江下游深水航道整治施工。

▲青岛港油码头。

▲繁忙的长江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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