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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1949 年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
原国民政府时期成立的长江区南京
航政办事处（南京海事前身）迅即被
以刘伯承为代表的南京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接管：在册职
员 13 名、技术工人及勤杂工 12 名，各
类文书档案 600 多个卷宗，一栋两层
办公小楼（地址：江边路 3 号）。当时
的办事处设有监理、技术、总务、会计
四个组，主要负责长江南京段的船业
监督、检查及船舶管理、船员考试和
水上交通秩序维护。 1949 年 5 月 10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该办事处
在不改变建制的前提下，易名为南京
市航政局，由军管会转交南京市建设
局管理。

1950 年 3 月，交通部在南京港成
立“ 交 通 部 长 江 区 航 务 局 南 京 分
局”。此时的南京市航政局则从南京
市政府分离出来，变成了长江区航务
局南京分局的航政科。随后，又改称
航行监督科、安全监督科。“大跃进”
期间（1958 至 1960 年），曾与南京港调
度室合并，航政人员由原来的 5 人裁
减成 2 人，并随南京港下放到南京市
政府管理，航政管理功能受到严重弱
化。

1961 年 8 月，南京港被交通部收
回。其航政管理功能也从调度室分
离出来，成立了港务监督科，对外称

南京港务监督。
1965 年 9 月，交通部以南京港务

管理局港务监督科为基础，成立了
“交通部长江航政管理局南京分局”
（简称“南京航政分局”），下设镇江、
南通 2 个航政处和江阴、高港 2 个航
政站，编制 47 人，正处级事业单位。
这是全国内河第一个从“政企合一”
的港务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的港航
监督机构，担负着长江江苏段 380 多
公里的水上交通监管任务。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机构挂牌不久，就遭遇
了“文革之乱”，整个机构陷入八年瘫
痪状态。直至 1974 年 7 月，才对外正
常办公。到 1978 年初，“文革”中废
止的《长江机动船船舶进出港签证办
法》《长江轮船船员考试办法》等 20
多个规章才得以恢复实施。

20世纪 60年代，南京长江大桥的
建成，震惊了世界。从 1959年冬开始
动工，到 1968 年 12 月 29 日全面建成
通车，历经 9 年时间。水上现场维护
在人员少、装备差的情况下，也创造
了“全天候不断航”的记录。起初，这
项工作就靠南京港务局安全监督科
和一条小艇来完成。随着施工进度
的推进，通航航道改移频繁。为保障
过往船舶安全通过新航道，1962 年，
长航局抽调老船长和工程技术人员，
组成试航工作组，在“南京港务监督”
的领导下，协助引领和操作船舶通过
桥区。1964 年以后，大桥九座桥墩同
时施工，航道宽度由建桥之初的 1000
米，缩小为 130 米，有相当长一段时
间只有 60米。为加强现场力量，1964
年 4 月，交通部从上海、武汉、芜湖调
来 3艘木质小拖轮；1965年 9月，在南
京港务局 1 号码头建了一个 200 平方
米的瞭望塔，成立了大桥监督站。全
站 17 名干部和船员实行“一天三班
倒”，24小时地在瞭望塔上，用望远镜
观察过往大桥的船舶，一旦发现异
常，就用高音喇叭喊，或派监督艇现
场处置……为了纪念这段历史，这个
瞭望塔至今还矗立在扬子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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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
慨而慷。”世纪之交，全国水上安
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进行得如火
如荼。按照交通部“一水一监，一
港一监”（同 一 水 域 、同 一 港 口 只
设一个监督机构）垂直管理体制要
求，1999 年底，86 名地方港航监督
人员转入“交通部南京长江港航监
督局”。以此为基础，2000 年 12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
局”（简称“南京海事局”）挂牌成
立，正处级事业单位，编制 260 名，
主要担负长江南京段 98 公里干线
水域（简称“百里航区”）交通安全
监管任务。2013 年 1 月，南京海事
局由事业单位转入国家公务员单
位序列。目前，南京海事局编制
330名，有 6个海事处、11个海巡执
法大队、1 个水上监管救助基地、1
个溢油应急设备库和 10 个应急待
命点。据了解，在 303 名现有在岗
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
有 282名（博士研究生 2 名、硕士研
究生 66 名、大学本科 214 名），占全
局总人数的 92.7％。

长江如虹贯，万船竞风流。“上
行的船舶请注意，新版船舶定线制
130 黑浮以上的推荐航路已经取
消，请将黑浮摆在右舷上行……”
这是南京海事局现场执法人员，驾
驶着海巡艇，一边瞭望着江面，一
边用甚高频电话提醒过往船舶的
一幕。自 2003 年长江江苏段实行
船舶定线制以来，按照定线制要求
维护水上交通秩序，则成了日常巡
航的一项重要内容。2003年前，长
江里的船舶一直沿用千百年来“上
行走缓流，下行走主流”的习惯航
法。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长江里不仅有日趋增多的海
船、大型内河船，还有落后的水泥
船、挂浆机船、渔船等。大型船舶
尤其是海船要在这种船流密集、船
型复杂、不断交叉相遇的航道里航
行，原来那种“忽左忽右”的航路
及航法，不仅避让复杂，也易引起
事故多发，致使船舶不敢夜航、进
江周期长、船东运营成本高，特别
是外轮不愿进江，影响了船公司的
经济效益和长江港口经营。为打
破这种困局，充分彰显长江这条黄
金水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2001 年 9 月，南京海事局
依据“船舶各自靠右航行，大船分
道小船分流，避免航路交叉，便停
易走，实行过错责任。”的航路改
革原则，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率先完成《南京海事局辖区通
航环境整治和航路改革方案》，为
长江江苏段全天候通航起到了典
型引路的作用。现在，南京已经成
为长江国际航运中心。据了解，仅
2018年，进出南京港的各类船舶就
达 20.08 万艘次。其中，国际航行
船舶 3200多艘次。

“南京交管，我是‘江海 X 号’
船舶，现在长江 144#浮水域下水，
请核对船位。”“‘江海 X 号’，您的
前方是长江大桥，请报您船水面以
上最大高度。”“我船水面以上最
大高度是 24.1 米。”“‘江海 X 号’，
现在大桥的最大通航高度是 23.97
米，您船已超高，不能

安全通过长江大桥，请您立即就近
选择安全水域抛锚压载，确保船舶
水面以上最大高度不得超过 23.97
米方可过桥。”……走进南京海事
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以 下 简 称

“交管中心”），首先听到的是值班
员的呼叫声，循声望去，四个值班
员正整齐地端坐在 VTS（船舶交通
管理系统）荧屏前，像猎鹰一样紧
盯着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雷达
回波，不停地用甚高频无线电话向
辖区船舶进行着各种安全提醒。

“现在，每天过桥的船舶约有 1300
多艘。为确保这些船舶安全过桥，
我们一小时要更新一次大桥最大
通航高度数值，并及时向过往船舶
发布。那个 23.97 米数值，就是根
据长江中下游水文局每小时提供
的实测水位信息与大桥的净空高
度对照换算出来的，这也是对大桥
监管的主要依据。”交管中心主任
徐建介绍说。

南京海事局交管中心自 1996
年成立以来，先后投入数亿元，在
辖区内建了 9 个雷达站、1 个 VTS
中心、1 个 AIS 基站、3 个 VHF 基

站；在桥区、锚地、渡口、暗礁、浅
滩等重要水域安装了若干个摄像
头、LED大屏、高音喇叭；在各海事
处建立了以 CCTV监控为主的二级
指挥平台，并为一线执法人员配备
了警翼、海事通、照（摄）像等个人
执法装备。形成了以指挥中心为
龙头、业务部门为支撑、信息化手
段及网格化管理为基础、海巡艇和
执法车现场联动的大动态监管模
式，实现了“从单一现场信息搜
集、交管服务到动态、秩序、检查、
搜救为一体。”的指挥职能转变。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
旗不湿。”自南京长江大桥打破“中
国人不能建大跨度桥梁”的神话以
来，目前，长江南京段已有 8 座大
桥，还有 2 座在建。为提升对大桥
的智能监管能力，南京海事局与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724研究
所共同研制开发了“桥卫士”桥梁
防护系统，实现了船舶超高预警、
船舶误入非通航桥孔报警、雷达实
时引导、“E航行”提醒、实时通航净

空高度测量等功能 。
另外，通过实地勘察和
调研，还从通航安全角

度 ，向 航 道
部门提出了
洪水期航标优化
配布调整的建议
和意见；编印了《南
京长江大桥桥区水
域船舶航行导则》，并
通过政务窗口、日常巡
查、现场咨询、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渠道进行发放、宣
传；向辖区六家桥梁管理单位
送达《桥梁管理单位落实通航安
全责任工作指南》，协助落实桥梁
助航标志和桥孔编号数字标识、
灯光异常报警、通航孔亮化等通航
安全保障措施，达到了齐抓共管的
目的。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生态保护，绿色发展，这是时代的
命题。近两年来，南京海事局紧紧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共治共建共享理念，认真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一方面，紧贴
任务分工和辖区实际，先后制定了

《“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暨
船舶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方案》《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工作方案》等近十个水上环
境保护方案；紧抓船舶运输本质安
全这个源头，每年派员对在辖区登
记注册的 65 家航运公司、520 艘船
舶、1.3 万多名船员进行审核和培
训，覆盖率达 100%；实施船舶排放
控制区管理，通过对船舶燃油质量
抽样检查，强制船舶使用低硫燃
油，推广使用港口岸电和 LNG清洁
能源；实施船舶环境风险过程管
控，取缔辖区水上黄沙和原油过驳
作业区，有序推进港口、码头建设
涉及船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接收、
转运配套设施，在敏感水体、污水
处理厂、油类作业码头、船舶通航
密集区安装自动监测和水上溢油
应急监测设备；严格船舶运输准入
门槛，出港航行内河散装煤炭、矿
砂石等散发粉尘物质船舶实施封
舱运输，禁止单壳化学品船和 600
载重吨以上单壳油船进入长江航
行。另一方面，充分借助地方政府
优势，合力打造“安全共同体”：在
长江流域率先推动形成“由市政府
主导、沿江各区政府为责任主体和
实施主体、市财政提供资金保障、
8 个部门联动的‘三无’船舶综合
整治”工作格局，影响南京长江水
域安全的“灰犀牛”现象得到了根

本性治理；与南京市交通
运输、环保、城管、港政、水
务等部门联合研制了《南
京市船舶污染物处置联单
登记系统》，建立了信息互
通、执法联动的船舶污染
物接收、转移、处置“联单”
运行机制，在江苏省内率

先 建 成
船 舶 洗
舱 水 岸
上 公 共
接 收 设 施 ；
参照国际化
船舶管理标
准 和 要 求 ，帮
助 危 化 品 生 产 、
销 售 企 业 建 立

“危化品船舶选船机
制”，开启了辖区主要
危化品企业、港口码头
单位（货主）承担安全与环
境保护共同责任的先例；
以长江水上综合执法、长
航系统区域联席会议制度
等措施为抓手，从现场监管机
制建立、巡查方法、整治措施、
预防预控四个方面，创新总结出具
有长江中下游水上综合执法特色
的“联、查、纠、预”“四字诀”，初步
形成了片区“海事执法、公安保
障、通信航道技术支持”的联动执
法模式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
动静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格
局，执法效能明显提高。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
满乾坤。”走进南京海事局文化展
厅，墙上的各种荣誉挤满了眼帘：
2009 年获“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单
位”“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
体”；2011 年局工会获“全国模范
之家”，2016 年交管中心获“全国
青年文明号”；2014、2015、2017 年
获“全国交通运输文化建设卓越单
位”“全国交通运输文化建设优秀
单位”，其中《守航百里，船行如
歌》海事文化品牌被评为“全国交
通运输优秀文化品牌”；2015 年获

“全国文明单位”；2018 年获“长江
海事系统文明单位”……“荣誉只
能 代 表 过 去 ，创 新 才 能 成 就 未
来！”南京海事局政委邓振钢说。

“在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
代化’和‘法治化、人文化、国际化’
海事强局的进程中，南京海事人
将不断创新管理理念，运用科学
的管理方法，提升管理手段，提高
监管效率；实施人才、信息化、文
化、创新发展战略，突破发展瓶
颈；加快建设全方位覆盖、全天候
监控、全过程服务和快速反应、快
速救援的现代化水上安全监督管
理体系建设；牢固树立法制观念，
规范行为，秉公执法；坚持以人为
本，加强人文关怀，提高人文修
养，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自豪感、
荣誉感和归属感；紧抓‘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机遇，
拓展国际视野，加快与国际海事
接轨的步伐，彰显南京海事新形
象。”南京海事局局长张奇南充满
自信地说。

风从东方来，潮涌扬子江。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封闭
近 30年的国门。长江里，沿江各省的
船舶多了起来，沿海辽、鲁、浙、闽等省
的海船也进来了，呈现出一派“千桅万
帆竞发”的景象。1980 年 2 月，南京、
南通、张家港等沿江 8个港口被国务院
批准为对外贸易运输港口。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为适
应长江港口对外开放需要，1980 年 3
月，南京航政分局抽调 12 名业务骨
干，组成港监、船检两个组奔赴上海
港学习。先后编纂了《船舶名词术
语》《引航员常用英语》《进江外轮管
理手册》《海船船员考试管理规定》
《长江江苏段海船航路指南》等书
籍。其中，《长江江苏段海船航路指
南》一书向社会投放 3 万册，很快售
罄一空。同年 4 月，南京航政分局对
外挂牌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港务
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
南京办事处”。 1981 年 6 月，南京航
政分局及南通航政处引航站成立。
198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
港务监督驻上海长江引航办事处”挂
牌成立。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1980年 2月 27日，我国“雨花”号
轮满载 3000吨水泥，从南京驶往香港；
1982年 6月 6日，瑞典经营租用的我国
11600吨级“耀华”旅游客轮，从香港安
抵南京；1983年 5月 7日，巴拿马籍“日
本商人”号轮，满载 1万多立方米木材，
从上海吴淞口进江，安抵张家港；1983
年 5月 24日，巴拿马籍“格陵兰海”号
轮安抵南通；1986 年 3 月 23 日，巴拿
马籍“星辉”号轮安抵南京；1987 年 3
月 17日，巴拿马籍“大连商人”号轮安
抵镇江……源源不断的外轮进入，催
生了航政管理的提档升级。1987 年，
原南京航政分局管辖的南通、镇江、
张家港航政管理机构，由科级升为县
（团）级，并分别从 1987 年 1 月 1 日、3
月 14日和 1989年 1月 31日起，直属长
江航政管理局；1989 年 3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南京港务监督驻上海长江引
航办事处”也转隶长江航政管理局。
1989年 6月，南京航政分局更名为“交
通部南京长江港航监督局”，对外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长江港航监督
局”；1991 年 7 月，被中国港监局正式
授权为港口国管理（PSC）单位，将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对外国籍船舶安
全检查职能。

船员是航运业的核心要素。为
加强船员管理，自 1978 年以来，南京
航政分局承担了辖区有船单位船员
技术考试管理和鲁、浙等省进江一类
船舶的船员适任考试及发证工作。
按照交通部颁发的《船员考试大纲》
要求，先后编写出版了《船舶驾驶问
答》《船舶轮机问题》《长江船员考试
复习题》《长江船员考试复习参考题
解》等辅助教材；修改完善了《长江下
游船舶航行参考手册》。 1985 年 10
月，率先在江苏仪征筹建船员考试基
地，开创了全国内河船员“基地化”培
训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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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事局揭牌成立。

新一代南京海事人。

南京海事局交管中心。

海巡艇编队海巡艇编队。。

1983年第一艘外轮进江。

80年代男职工合影。

8080年代女职工合影年代女职工合影。。

8080 年代航年代航
政人员工政人员工
作照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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