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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朋友们对我们服务的要
求每天都在提高，能不断满足他们
的要求就是在创新。”关于创新，

“邵老师工作室”搭上“互联网+海
事”快车，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
据共享，力求政务受理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

2017 年，“最多跑一次”成为热
搜名词，“邵老师工作室”主动承
担舟山海事局“最多跑一次”的改
革重任。工作室成员在业务受理
中探索实践，对全部 54 项事项逐
一梳理归纳，历经数个昼夜反复推
敲验证，最终实现“最多跑一次”
事项全覆盖。

同时，“邵老师工作室”服务团

队还积极投身参与“信息互换、监
管互认、执法互助”大通关改革，
推动中国（浙江）自贸区实现国际
航行船舶“线上”全流程无纸化通
关。2018 年 3 月，舟山海事局率先
在全国海事系统试点应用“单一窗
口”，也成为了全省口岸查验机构
中首个实现全流程无纸化申报的
监管部门。“邵老师工作室”团队
主笔编写了《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运输工具海事业务申报
操作指南》和《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标准版运输工具海事业务审批
应用手册》等工作标准，获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评审通过。 2018 年 6
月，随着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在舟

山组织召开“单一窗口”标准版运
输工具（船舶）系统全国推广应用
现场会，由“邵老师工作室”主导
的舟山试点经验逐步向全国进行
推广。

2018年 12月，舟山海事局政务
中心首次通过“船员口袋工程”签
发了海船船员证书。从登陆综合
服务平台到下载手机 APP 再到打
开微信公众号，“船员口袋工程”
不断升级，对于船员来说操作越来
越简单了，可谓“一机在手，万事
不愁”。

一路走来，邵元荣先后荣获
“感动交通年度人物”“交通系统
劳动模范”“全国海事系统十大人

民满意执法官”“浙江省直属机关
创先争优闪光言行之星”等荣誉，
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海事核心价值体系的典范；“邵老
师工作室”先后荣获舟山市首届

“十佳明星党员工作室”、全国海
事系统“三化好形象好品牌”、直
属海事系统劳模创新工作室等荣
誉，成为建设人民满意海事，衷心
为民服务的标杆。

航运是根，船员是本。作为舟
山海事局的“窗口”，“邵老师工作
室”致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让数据多跑步，船员少跑腿，营造
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环境，必将为航
运业发展注入动力。

“呜——”随着一声长鸣，“中能连
云港”轮于 2 月 10 日大年初六安全驶
离中石化天津 LNG 码头，2019 年春节
假日期间海事部门 LNG 船舶安全保
供第一战圆满结束。

2019 年春节假日期间，气温骤然
下降。LNG 船舶能否安全进出港，将
直接影响到天津市乃至华北地区百
姓能否过上温暖的节日。

大沽口海事局执法人员提前部
署、严阵以待、坚守一线，保证监管
服务不打折，用“春节我在岗”的精
神，写下了一幅海事“敬业福”，在大
年初二到初六连续保障了“特姆洛
克”“中能北海”和“中能连云港”三
艘 LNG 运 输 船 节 日 期 间 安 全 进 出
港。

全程戒备不松弦

早上天还没亮，执法人员刘保华
和姚振宇便出发前往港区一线。一
到单位，确认了 LNG 船舶“中能北海”
各项进港准备工作正常，两人便顶着
凛冽的寒风登上“海巡 02003”轮，出
港执行对“中能北海”轮的安全保障

任务。
甚高频无线电传来大沽口海事局

指挥中心与进港船的对话。无线电
另一端，值班长王京东正一边用甚高
频通话，一边观察着 3 块屏幕上的信
息。这些屏幕是指挥中心 VTS、AIS、
CCTV、雷达等多个信息化系统的显示
终端，汇集着 LNG 船舶进港途经水域
的实时情况。交通指挥人员时刻保
持高度警觉，关注水域通航条件和进
港船舶动向。

这一边，海巡船上的两名执法人
员手持望远镜，在船头船尾轮番瞭
望，一面观察着拖轮协助 LNG 船舶进
港的情况，一面排查是否有无关船舶
碍航。海上虽未结冰，海风打在脸上
还是像刀刮一样。 3 小时后，LNG 船
靠好泊位，两位执法人员同海关、边
检人员一起登轮检查。联合登轮是
为了提高船舶通关效率，三家单位按
照“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
的要求，针对船舶安全状况、货物和
人员实施检查。安全保障和现场检
查任务容不得马虎，这安全的弦一绷
起来就不能松下去，风硬不硬也就顾
不得了。

高效审批“零等待”

LNG 船舶的行政审批走的是“绿
色通道”，基本上是随申请随办理。
为了让 LNG 船舶“零等待”，执法人员
提前掌握船舶进港计划、船舶资料、
货物资料等多项信息。在信息掌握
充分的基础上，才能既把好审批关，
又提高受理效率。

LNG 船舶进出港需要动用引航、
拖轮、防污染物资等分散在不同单位
的诸多资源，要把他们调动到一起来
可不是件轻松事儿。大沽口海事局
主导建立了“LNG 船舶进出港沟通机
制”，为港口调度、码头公司，以及引
航站、拖轮公司等单位建立了沟通协
调、信息共享的平台，让船舶进出港
计划、引航服务、拖轮资源、护航服
务、防污染资源调配等工作能得到最
迅速的部署和最高效的实施，保证
LNG船舶进港及卸载作业安全。

应急管理是一条看不见的安全
带，要系好全凭安全意识和工作习
惯。海事应急管理人员要持续排查
风险隐患，了解港区的应急资源，维

护海上搜救工作联络渠道。每逢节
前，更要特别敦促船舶和码头，加强
应急值班，要求相关各方随时做好应
急准备。LNG 船舶进港前，要特别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并执行 24 小时备
班，随时出动应对海上突发状况。

探索“12395”监管服务模式

中石化天津 LNG 码头自 2018 年 2
月 6 日迎来首船进港接气，到 2018 年
底共完成 43 艘 LNG 船，近 300 万吨液
化天然气的接卸工作。

LNG 运输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具有
排他性，因而对通航环境和作业环境
的要求极为严格。鉴于此，大沽口海
事局作为该港区海事主管部门，需从
交通指挥、船舶监督、通航管理、危防
管理、应急搜救等海事工作的全方面
制定针对性的工作机制、监管举措、
服务项目。

通过不断积累研究成果，总结监
管和服务经验，该局提出了由 1 个预
案、2 套机制、3 项研究、9 项保障、5
项服务构成的 LNG 船舶海事监管服
务体系，即“12395”模式，并通过“通
航环境治理”“护航和安全距离保
证”“安全与防污染监管”“政务受理
绿色通道”“进出港动态保障”和“海
上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等一系列
的机制和举措，落实液化天然气供应
保障工作的全过程监督和全方位服
务。

为了千家万户温暖如春
□ 通讯员 赵阳 吕晨

感动船员的“连心桥”
——记舟山海事局“邵老师工作室”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陈宣吟 汪琼莉

“舟山海事局的服务真是太
好了。我就是冲着服务好，才来
舟山跑船的！”台州籍船员褚孟
敏 捧 着 好 不 容 易 到 手 的 海 船 船
员服务簿感激地说。在舟山，每
当船员们遇到困难，都会第一时
间想起“邵老师工作室”。

“邵老师工作室”是以全国交
通 系 统 劳 动 模 范 邵 元 荣 同 志 为
带头人，集海事服务咨询 、海事
法规宣传 、现场政务受理 、海事
调解、自主探索服务创新等职能
为 一 体 的 一 站 式 综 合 性 海 事 政
务服务工作室。

在舟山海事局注册的海船船
员有近 5 万名，占浙江省海船船
员人数的一半以上，全国海船船
员人数的 6%，吸引全国船员来舟
山工作的，不仅仅有舟山的区位
优 势 和 发 达 的 航 运 市 场 ，还 有

“邵老师工作室”这张金名片。

“邵老师你好，请问我申请的
合格证可以来领了吗？”“请报一
下你的身份证号码，我马上帮你
查询。”

在这里，接听电话的并不一
定都是邵元荣，但工作室的每一
个人都是“邵老师”。这是一个
包含核心层、支撑层、基础层的
三层同心圆团队，核心层为以邵
元荣为负责人的 9 人服务团队，
在工作室开展日常服务活动；支
撑层由舟山海事局政务中心和
党群工作部构成；基础层由舟山
海事局各业务职能部门及海事
处指定专人构成，针对相对人所
提问题分业务类别提供权威、专
业的解答。

谁能想到，被船员们誉为办
证难题“活字典”的邵元荣，其实
也是“半路出家”。2001 年，邵元
荣从部队转业到舟山海事局做驾
驶员。两年后海事执法模式改
革，他被分配到了政务中心当政

务受理员，从此开启了“跨界”转
型的海事历程。

2007 年，舟山开启“渔转港”
改革，大量渔民转型做海员，船员
证书办理业务量激增，业务咨询
电话每天应接不暇，“邵老师热
线”顺势而生，一张桌子，一部电
话 ，他 每 年 答 复 船 员 各 类 问 题
15000 余个 ,“邵老师热线”从此架
起了一座民心桥。

2012 年“邵老师热线”发展为
“邵老师热线工作室”，舟山海事
局专门设立了办公场所，邵元荣
身边也凝聚了一批优秀的业务骨
干，现场咨询受理和审批、群众接
待、热线回复、法规宣传、船员权
益维护、投诉等相关业务也纳入
工作室的日常。 2014 年，升级后
的“邵老师工作室”整装再出发，
同时“邵老师工作室”微信公众号
正式上线运营，随后推出的《邵老
师热线 100 问》《邵老师工作室船
员服务手册》都受到广大船员的

热烈欢迎。
如今，工作室内一本被邵元

荣翻烂的业务书，成为每位前来
学习的海事青年必读教材，也为
每位青年讲述着劳模故事，传承
着劳模精神。劳模精神也成为工
作室一如既往坚持服务一线的动
力源泉。随着一批批海事青年的
陆续加入，工作室 9 人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 30 岁，在舟山海事局

“青苗园”人才培养计划下，邵老
师与青年业务骨干签订了师徒带
教协议，定制青年个人成长计划，
并定期从业务与服务水平、综合
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评估。如
今，工作室成员不仅人人争做明
星党员、业务能手，还在业务高峰
期加班加点，用真诚的服务方便
每位船员，为全局政务受理人才
树立榜样。为了更好地服务群
众，工作室成员从邵元荣的手中
接过接力棒，让海事政务服务“窗
口”始终为船员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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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嵊泗人，我们都知道‘邵
老师工作室’，他们还到我们嵊泗
服务过。”在舟山海事局政务大厅
办理业务的两名船员提到邵元荣
也兴奋起来。

在“坐诊”式服务的基础上，
“邵老师工作室”精益求精，不断
创新服务举措，通过主动“出诊”
模式将海事服务越做越广。家住
外岛的船员信息采集、证件办理
不便，工作室成员根据工作安排，
定期开展“邵老师与您面对面”和

“进岛入企上船”活动。每当邵元
荣和工作室成员出现在码头，船
员们就立刻围上来，向明星服务
团队咨询各类“疑难杂症”，每次
他们总能得到满意答案。工作室
也以接地气的服务模式，几乎踏
足了舟山所有码头、企业和有需
求的偏远海岛。

舟山地处我国南北海运大通
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 T 字型交汇
地带。小小的一个地级市就拥有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浙江海洋大
学、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三
所涉海高校，承担着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中国（浙 江）自由贸易试验
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等国家重大
战略建设使命。“航海类高等院校
是船员的摇篮，也是海洋强国建设
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事情无小事。”
邵元荣说。多年以来，工作室主动
上门为学校的学生进行船员注册
信息采集，让学生不出校园就能享
受安全高效便捷的海事服务。工
作室还与浙江海洋大学开展共建
服务活动，开设“邵老师大讲堂”，
让新海员们提前了解海员生活、海
员现状，为将来的职业规划做准
备。

目前，航运市场相对低迷，工
资拖欠、证书扣押等侵害船员权益
的现象明显增多，且部分船员未签
订有效劳动合同，发生问题时权益
较难得到保障。工作室成员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虽然这已超出海
事职责范畴 ，但是他们不想让走
投无路找上门的船员“失望”。于
是，“邵老师工作室”加强与航运公
司、海员工会、劳动部门的沟通协
调，多次化解矛盾，维护了船员的
合法权益，逐步把工作室打造成船

员可以信赖的“家”。
数据显示，仅 2018 年，“邵老

师工作室”就回复各类网上提问
376 次，回复微信提问 6140 次，接
听热线 17485 个，在工作室接受现

场咨询万余名，为企业、学校、社
区等开展上门服务 6 次，维护船员
权益 18 人次，提供“绿色通道”服
务 1365 次，受惠船员遍及全国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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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海事政务中心积极应对
节后信息采集高峰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杨 柳
通 讯 员 李 萍）春节假期刚过，
许多春节返乡的船员来到日照
海 事 局 政 务 中 心 进 行 信 息 采
集。为应对采集高峰、更好地
服务船员，日照海事局政务中
心提前部署，有序应对，确保高
峰期船员信息采集工作高效、
有序。

日照海事局政务中心不仅
通过 LED 大屏、微信群等方式提
前发布关于船员信息采集工作
要求和船员系统开户事项，做好
采集之前做好咨询解答工作，还
及时新增一套信息采集设备、增

设采集窗口，按照分时分批采集
的方式，提高采集效率，减少船
员的等待时间。

据悉，2018 年底，日照海事
局政务中心政务集成服务标准
化试点成功通过验收，日照海事
政务集成服务标准成为“山东标
准”。

连云港海事“243”专项行动
有效净化灌河通航秩序

本报讯 （通 讯 员 徐 文 彬）
连云港海事局自去年开展“243”
专项行动以来，截至 2 月 12 日，
共实施集中行动 66 次，开展灌
河港区巡航 315 次，海区巡航 37
次，累计巡航时间 679 小时、巡
航里程 8030海里，出动执法人员
652人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260
起，327件，罚没金额 283万元。

据了解，“243”专项行动自
去年 1 月起开展，针对灌河水域
非法砂石码头和砂石船多、内河
船非法从事海上运输多、船舶乱

抛锚过驳作业，导致的通航环境
复杂、管理难度大的情况，重点
打击过驳作业海船、内河船参与
海上运输两类船舶，查处进出港
不报告、AIS 不开启、超航区航
行、配员不齐四类违法行为，采
取罚款、滞留、船员记分三种手
段，大力整治通航秩序，有效维
护了灌河航道通行安全，服务了
地方经济发展。

台州船员办证申报
实现九成以上无纸化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 讯 员 任 晓 琴）2 月 13 日，
记者从台州海事局获悉，目前，
台州辖区船员可足不出户通过
PC 端或微信客户端进行船员证
书无纸化电子申报，并通过勾选
邮寄选项，实现船员证书邮寄送
达。其中，无纸化申报已达船员
办证业务的 90%以上，邮寄送达
件 数 占 船 员 证 书 申 报 件 数 的
72%。

按照“最多跑一次”、“就近
跑一次”改革要求，台州海事局
政务中心在积极推广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综合服务平台的基础
上，同步运行船员移动服务平
台，宣传、指导船员通过“船员口
袋工程”暨“幸福船员”微信客户
端进行船员办证无纸化申报，有
效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据了解，自交通运输部海事
局综合服务平台启用以来，台州
地区大部分船员都已经通过在
该平台进行注册获取船员证书

申报账户和密码。
台州海事局结合无纸化申

报流程，分别推出了网页版和微
信客户端版船员证书申报指南，
发放给来政务中心开户的船员，
并详细讲解如何进行网上申报，
手把手教会船员通过微信公众
号进行申报。同时，考虑到辖区
船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该局还
对船员证书申报指南进行了版
本升级，从纯文字版本改为图文
并茂形式，力求对申报流程的介
绍更为简单明了，易于被大多数
船员理解。

此外，该局还严格落实首问
责任制。受理、审核人员及时电
话通知申报不合格的船员，并主
动给予申报指导，全面缩短办结
时限，努力达成船员办证“零跑
腿”，大力提升船员办事幸福感，
充分发挥政务咨询热线的申报
指导功能，帮助船员排查申报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船员无纸
化申报成功。

海事渔政协力救助
如意岛水域受伤渔民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
讯员 蒙文举）2 月 13 日，一名渔
民在海口如意岛水域作业时不
慎被渔船缆绳打伤，请求医疗救
助。经过海事、渔政一个多小时
的协力配合，受伤船员被成功救
助上岸，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
查治疗，已无生命危险。

2 月 13 日 9 时 40 分，海口搜
救分中心接到报告，如意岛水域

“中国渔政 46026”轮上一名渔民
在作业过程中受伤，请求协助。

海口搜救分中心接报后立
即采取救助措施：一方面协调秀
英港码头为“中国渔政 46026”轮
安排紧急停靠泊位，协调海口市
120 急救车提前到码头等待接驳
受伤人员；另一方面，安排海事

人员到靠泊码头协助开展急救
和受伤船员转移。与此同时，对
秀英港航道水域实施临时交通
管 制 ，优 先 安 排“ 中 国 渔 政
46026”进港靠泊，提醒过往船舶
主 动 避 让 ，确 保“ 中 国 渔 政
46026”以最短时间进港靠泊。

10 时 48 分 ，“ 中 国 渔 政
46026”轮顺利靠泊，急救医生登
轮进行紧急治疗。 10 时 55 分，
受伤渔民转移至救护车。经核
实，受伤渔民姓郑，36 岁，海南
临 高 人 ，
已转送至
海南省人
民医院救
治 ，无 生
命危险。

岳阳海事开通
船舶登记外网申报通道

本报讯 （通 讯 员 韦 维）继
新船舶登记系统正式上线后，岳
阳海事局政务中心于 2 月 12 日
正式对外开放船舶登记外网申
报权限，行政相对人可通过电脑
进行外网申报所有权国籍登记、
抵押权登记、光船租赁登记等业
务，有效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

岳阳海事局通过建立微信
群、QQ 群、网上教学、现场教学

等方式积极推广宣传新船舶登
记系统，并针对账号注册、登记
申请等步骤录制了简明易懂的
视频教学宣传片。同时，岳阳海
事局政务中心不断强化受理人
员自身业务素质，全面落实海事
综合服务平台和协同管理平台
应用，方便了行政相对人，进一
步提升了办事效率、提高了服务
质量。

邵元荣帮助船员进行网上申报。 华志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