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记者 杨柳）12月 1日，“智
慧、绿色港航发展论坛”在青岛举办，论坛
旨在推动交通强国建设，加强交通领域科学
技术创新，促进交通运输学科学术交流，来
自全国各地 80 多家相关单位参加了此次论
坛。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理工大
学教授严新平就“未来水路交通场景分析
与技术展望”发表了主题演讲。严新平研
判，随着 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交通将全面走向国

际舞台的中心地位，机遇与挑战并存，“交
通 +”融合的使能 /赋能将加速新型水路交
通模式的形成，支撑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
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严新平介绍，未来水路交通系统将呈
现货运船舶少人化、动力系统的能源多样
化、推进系统电气化、内河船舶编队航行、
数字航运公司等典型场景，提出应大力发
展自主式水路交通系统。报告中，严新平
还介绍了他带领武汉理工大学国家水运安
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团队开展的“航行

脑系统”关键技术及船舶智能安全辅助驾
驶应用的研究工作。

论坛现场，各专家代表还分别就“科
技先导、智慧护航、绿色守本为智慧绿色
港航发展贡献中交力量”“天津港世界一
流智慧港口建设与实践”“沿海干散货市
场展望及智慧港航创新发展”“推进山东
海事治理现代化服务智慧绿色港航发展”

“交通强国政策与港航新技术发展”“智
慧、绿色型港口的建设实践”等内容发表
了主题演讲。

破浪奋楫
大港带头勇担职责

“理想飞越三湾水，足迹踏遍万国船。”
精勤奉献的大连港引航人是中国引航

人勇担大港职责与担当的代表——他们常
年劈涛斩浪，努力奋进在大连湾、鲇鱼湾、
大窑湾这片广阔水域。

用大连港引航站副站长王晓伟的话来
说：“一直以来，大连港引航人都努力传承
朴实的‘老码头精神’，奋力践行‘水上国门
形象第一人’的引航品格，为港口生产的快
速发展和引航事业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1951 年，大连港由苏联回归祖国怀抱，
仅在当年，大连港口吞吐量就完成了 272.6
万吨，该引航站引领船舶达到 1587 艘次；
1957年，大连港引航艘次达 2580次，创当时
各港口引航艘次之最。进入 20 世纪 70 年
代，得益于大庆原油出口需要，大连港建成
投产的十万吨级原油码头使大连港引航从
万吨“巨轮”时代进入十万吨“大船”时代，
实现了引航的跨越式发展。大连港也成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家靠离十万吨级船型的
港口，一跃成为我国外贸第一大港。

2002 年，大连港引领船舶首次突破一
万艘次大关；“十一五”期间，大连港引航站
引领船舶 72901 艘次，引航净吨 7.88 亿吨，
较“十五”期间分别增长了 22%和 83.3%；

“十二五”期间引领船舶 77286 艘次，引航净
吨 9.65 亿吨，又较“十一五”期间分别增长
了 6%和 22.5%，其中超大型船舶引领连创
纪录。

2015 年，大连港引航站引航净吨实现

新的增长，首次突破了 2 亿吨大关。“十二
五”期间，大连港引航站引航业务范围不断
扩大，特别是长兴岛、太平湾、庄河港区的
港口建设，为引航业务增长和效益提高提
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不求最大，但求最佳，我们见过的船
型可以说是最广最全。”王晓伟话语铿锵。
现在，无论是引领 40万吨满载矿石船舶、45
万吨满载油轮、20万标箱集装箱班轮、26万
立方米 LNG 船舶，还是大型豪华邮轮或者
全球最大汽车滚装船舶等当今世界上最具
代表性、先进性以及影响力和挑战性的船
舶，都已经成为大连港引航的日常工作任
务。

德才兼备，方是大港的职责与担当。
大连港引航站在提升自身引航能力的

同时，也积极为其他港区引航建设贡献力
量——既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支援日照
港，也在 2000 年助力海南港引航建设，并对
曹妃甸港和绥中港的引航建设提供帮助
……

以德立港，以技服人。大连港引航站
将作为全国引航站中的“领航”梯队，继续
擦亮“水上国门第一人”的服务品牌，为港
口的生产和发展继续提供一流的引航服
务，为实现强港强国的中国梦再建新功。

勇立潮头
铮铮铁骨迎难而上

“弄潮儿向涛头立，引得千帆入东来。”
与城市和港口同呼吸的青岛港引航

站，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和涛浪的洗礼后，走
上了一条扬帆国际的引航之路。

敢拼、敢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
是青岛港引航站留在中国引航史里的惊鸿
一瞥。

“青岛港重心西移是新世纪青岛港引航
一切辉煌的基础。”青岛港引航站站长蔡泓
回忆。 1988 年至 2007 年的二十年间，伴随
着青岛港重心西移，拥有 20 万吨级矿石泊
位和大型集装箱泊位的前湾港区，黄岛油
港区的二期、三期工程相继投入运营，抵港
超大型矿船、油船、集装箱船舶越来越多，
这对青岛港引航站来说是新的机遇，也是新
的挑战——

2010 年春节过后，青岛市区大雾弥漫，
海上的能见度小于 100 米，连续几天的大雾
天气，造成了百余艘船舶无法靠离青岛港，
出现了压港压船现象。针对这一情况，青

岛港引航员合理分析春季雾气“来得急、去
得快”的特点，待天气稍渐好转后，合理指
挥调配近 25 名引航员登船引航，在大家团
结一心的相互协作下，青岛港引航人克服
了能见度低及海上涌浪大等恶劣气象条件
的影响，将一艘艘大矿船、大油船和集装箱
船以及各类货船安全、及时靠离码头，并创
出了青岛港引航站有史以来一昼夜安全引
领船舶 108艘次的新纪录！

困难面前不畏惧，团结协作迎难而
上。这也是青岛港引航站一直保持先进的
秘诀。

“对未知，抱有攻关的勇气和探索的热
情”“我们很多事情都是集体智慧，大家喜
欢商量着做”。在青岛港引航站，记者听到
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

前不久，青岛港引航站顺利完成了 30
万吨级超大型无动力 FPSO（海上浮式生产
储卸油装置）P67 的海上浮装任务，为 P67
能采用半潜船“干拖”的运输方式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据悉，此次 P67海上浮装任
务，无论是船舶尺度，还是作业难度都是世
界海上浮装史上的突破，青岛港引航站经
过细致研讨和周密部署，安全、及时地完成
了此次高精度的浮装任务，为世界海上浮
装操纵，提供了教科书级般的实例。

青岛港引航站引航科长张法告诉记
者，这次引航任务，是由 10名引航员集体完
成的。“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便在早已部署
好的站位上开展工作了，场面十分宏大。
我觉得引航工作 15 年来，感受最大的是体
会到了我们大国崛起的过程，作为一名引
航员，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十分自豪。”张法
说。

“我们在艰难面前不畏惧、敢克服；在
未知面前敢探索，勇担当。青岛港引航站
在 2008 年奥帆赛和 2018 年的上合峰会中，
都有优异的表现。我认为我们没有辜负国
家的期望，也会进一步担起责任，更好地服
务于港航事业的发展。”蔡泓对记者表示。

无惧风险
小港也具大国风范

在辽宁省如月的海岸线上，有颗精致
而璀璨的海港明珠，它以轻量级的规模，折
射出泱泱大国无限的毅力与担当。它就是
葫芦岛。

而位置卓越的葫芦岛港，以运送煤炭和
石油等石化产品为主，被誉为“东北和华北的

海上咽喉”。一支精锐的引航员团队，也就成
了葫芦岛港迎送各色船舶的“得力干将”。

据记者了解，葫芦岛港引航站在引航
界一直享有盛誉，而真正让记者万分敬佩
的是，在这只有 9 名引航员的小小港湾里，
泱泱大国不惧风险，敢于担当的精神被体
现得淋漓尽致——

2010 年 9 月 24 日 5 时 20 分，船长 361.2
米、载重 38.8 万吨的百国山珠穆朗玛船要
从船厂 4号码头离泊，据葫芦岛港引航站站
长李兰保介绍：“当时船厂门口只有 170 米
宽，掉头区域也不满足要求，稍有不慎，很
容易出现安全事故。为了安全引航，我去
引航现场考察过多次，最后综合考虑了风、
流等因素，详细地制定了引航方案和应急
预案，终于成功完成了此次任务。”

记者了解到，此次引航创下了葫芦岛
港引航站引领船舶载重和船长的最高纪
录！并且，受引航条件的制约，引航员能够
成功引航如此庞然大物，必定具备卓然超
群的引航技术与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

葫芦岛引航站以一点的绚丽，折射出
了大国引航的无限风采。

2018 年 10 月 29 日，葫芦岛港引航站接
到次日清晨对巴哈马籍外轮“杰西卡”的引
航任务。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葫芦
岛港引航站将一切准备就绪时，引航站接到
港口调度室电话，原计划引航的时间段内有
军演，引航被迫延迟。据记者了解，“杰西
卡”由于种种原因已在锚地抛锚 60 多个小
时，如再无法按时进港，将造成更大的经济
损失。

路行不通，怎么办？另寻他途，事在人为！
为了减少船方的经济损失和保证港口生

产有序开展，葫芦岛港引航站连夜重新制定
引航方案和应急预案。最终，葫芦岛港引航
站决定让引航员提前 3个小时乘坐拖轮绕行
演习区域，并提前将船驶入演习区域外，待解
除演习后，第一时间指挥船舶进港靠泊。

“杰西卡”的成功靠泊赢得了满堂彩。
葫芦岛港引航站再次展现了大国无惧风险
与挑战的引航担当！

行至新时代，“引航”二字已不止于最
初对国家主权的彰显，亦是大国以担责任、
担困难、担风险的担当精神，履行着对航行
安全和阳光服务的庄严承诺！

在这万船来仪，舟舸徜徉，港航事业
日益腾飞的盛世里，引航必将无愧于祖国
的殷殷期望，肩负起迈向深蓝的使命与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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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来
自太仓港口管委会、
太仓海事局及部分
港航单位近百人、12
艘船艇、两架无人机
在长江江苏省太仓
段江面举行了锚地
突发事件综合演习。

此 次 演 习 共 有
人命救助、遇险船舶
自救、船舶失控处
置，船舶消防、集装
箱打捞、防污染处置
等6个科目。

计海新 摄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索友力 何桥 邹井棋） 以“大湾区创新
发展，引领智慧港航”为主题的“2019大
湾区互联网+航运”黄埔大会于 11月 28
日在广州科学城会议中心召开。

会上，由广东省电子口岸管理有
限公司、广州电子口岸管理有限公司
等 27 家航运创新龙头企业和功能性
机构决定共同倡议发起的湾区互联网
航运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宣
布成立。

据悉，该联盟将以“融合、创新、
开放、共享”发展为使命，促进相关主
体之间的交流和深度合作，促进信
息、项目及资金等要素的供需对接和
知识共享，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的发展局面，有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互联网航运经济产业健康发展，加快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在港
口航运产业应用，推进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建设和公共信息资源开放，
打造统一开放的港航大数据应用生
态，推动物流技术装备现代化，推进
港口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国际
一流智慧港口和“数字口岸”。

大湾区互联网航运
创新联盟成立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鄢
琦 特 约 记 者 倪 磊 通 讯 员
吕 一 琦）11 月 29 日，赣江新
干航电枢纽工程交工验收会
在新干召开。赣江新干航电
枢纽工程经过 5 年建设，是
继赣江石虎塘航电枢纽工程
之后，江西省水运工程基础
设施建设又一项重要工程，
它的建成标志着高等级航道
在赣江中游取得重大突破。

新干航电枢纽位于江西
省吉安市新干县三湖镇上游
约 1.5 公里处，上距峡江水利
枢纽约 56 公里，是一座以航
运为主，兼顾发电等综合利
用功能的航电枢纽工程，是
赣江自上而下规划六个梯级
中的第五个。它凸显了工程
与生态的兼容并蓄，综合体
现了美观、生态、经济的特
点。

新干航电枢纽的建成使
坝址上游 56 公里航道等级提
高到Ⅲ级，大大改善赣江中
游航道条件，为实现江西“两
横一纵”（长江江西段、信江、
赣江）高等级航道建设目标，
发挥赣江水运干支直达、江
海联运优势，全面建成“畅
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
化内河水运体系奠定基础。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龙 巍 特 约 记 者
周 明 耀）30 秒内完成一道必答题、3 分钟
内 要 找 出 缺 陷 并 分 析 原 因 …… 11 月 30
日，记者在首届中国船舶检验业务技能
比武（简 称“ 中 国 船 检 技 能 大 赛 ”）决赛现
场看到，来自全国各地船舶检验机构的 6
支国内代表队和来自美国船级社、意大
利船级社的 6 支国际代表队，共计 48 名
验船师正在紧张地进行决赛，共同角逐
团体奖和最佳人气奖。

为鼓励船检人员钻研技术、提升技能，
促进船检行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交通强国建
设，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联合举办了以“塑匠心，强海事，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船舶检技能大赛。这
是多国验船机构首次同台竞技。

大赛活动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得到国际、国内各船舶检验机构积极响
应 ，共 计 68 支 代 表 队 300 多 人 参 加 了 比
赛。经过激烈的角逐，韩国船级社代表队
获得国际航行船舶组团体一等奖，中国船
级社代表队获得国内运输海船组团体一

等奖。
据了解，目前我国有各类船舶检验机构

1400 多家、在岗船舶检验人员 1 万 3 千多
人，检验登记中国籍船舶 70 余万艘、近 2 亿
总吨，在世界各地设有 100 多个分支机构，
有 22 个外国船舶检验机构在我国设立了分
支机构。2018 年，我国造船总吨位为 439 万
吨，占全世界份额 36%，是世界第二大造船
大国。

（上接第 1 版）紧紧围绕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
社会治理，强化安全理念深入
人心，实现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全力创建平安交通。紧紧围绕
坚 持 和 完 善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体
系，强化交通生态保护和修复，
加强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促进
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在人。交通运输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
署、重大工作安排在行业落地
实施。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
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
务，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提高运
用制度干事创业能力，严格按
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
展工作，以治理能力提升有效
支撑交通强国建设。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要不
折不扣贯彻全会决策部署，开拓创新、担
当作为，加快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服务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保障。

与风浪共舞 与时代同行
——中国引航70年系列报道之担当篇

□ 全媒记者 杨雪

心怀涛浪，方可不负河山。
以港湾作笺，勇毅与辛勤泼墨——70

年来，中国引航不断突破引航瓶颈，不断
拓展引航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跨越——目前，全国有半数以上的
引航机构能引领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轮；多
家引航机构能引领 40 万吨级大型矿石船；
引航纪录平均每年打破 20 多项……近几
年，全球航运业进入“战略调整期”，中国
引航机构引领中外船舶艘次却维持小幅增
长态势，达到年平均 38.25 万艘次的水平！

不辱使命，继往开来。中国引航正以
业之精勤、技之精湛和志之不屈，成为展现
大国风范的一景和体现大国担当的一隅。

本报讯 （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员
李舒俊）近日，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运特运”）今年
北极首航船“天恩轮”靠泊天津港后，
根据《天津海事局与中远海运特种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合作计划》安
排，海事调查官“船舶流动课堂”在“天
恩轮”举行。

“船舶流动课堂”上，天津海事局
与中远海运特运相关人员深入学习了

“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意义，同
时围绕冰区航行、极地规则、船舶防
污染、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和相
关影响因素、船舶风险防控等多方面
开展研讨。

自 2014年天津海事局与中远海运
特运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

“船舶流动课堂”作为双方战略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由中远海运
特运选派资深船长开展现场教学，
与海事调查官们就船舶风险防控、
海事调查、先进船舶设备使用等方
面开展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宁 锁诗洁）为
改善谏壁二号船闸的技术状况，消除安
全隐患，谏壁船闸二号闸实施计划性大
修。11 月 29 日，谏壁船闸二号闸正式断
航下检修门，开始为期近两个月的大修
工程。计划恢复通航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0日。

今年以来，船舶流量持续增长，单闸
运行压力很大。镇江市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多措并举确保航闸安全畅通：一是要
求承包单位编制施工通航安全保障方
案，并经专家安全论证和技术评审通过
后方可施工。二是专门制订谏壁船闸二
号闸大修期间单闸运行调度方案。三是
与水上执法大队建立联动机制，互通信
息，密切配合；同时主动与常州、扬州和
无锡船闸管理部门沟通交流，尽量避免
大面积堵档事件的发生。

本报讯 （通 讯 员 于 国 梁 王 炳
南）近日 ,灵璧县航运公司将一面“服
务船员 热情周到”的锦旗送至张家港
海事局，为张家港船员远程考场个性
化定制考试服务表示感谢。

据悉，船员远程考场采用海事机
构开放考试时间段，考生提前电话预
约的模式进行。了解到航运公司考生
人数较多 ,个人预约的形式无法满足
公司船员同时段考试需求时，张家港
船员远程考场升级服务，实行船员个
人网上预约和船公司集体预约相结合
的方式，实现了船员考试“提前预约、
随到随考”。受到船公司和广大船员
的一致好评。

张家港船员远程考场
服务升级

谏壁船闸大修两个月

镇江港航
多措并举保畅通

业界专家为港航智慧绿色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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