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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版“旺火”还需几把柴？

长江洗舱站建设探营——

本报讯（全媒记者 孙丹妮）6 月
以来，我国多地普降暴雨，长江流域
岀现多次强降水，云南、四川等 10 省
（区、市）54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
水。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的通知》
（简称《通知》），提出要全力维护交
通运输行业安全形势稳定，尽最大
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通知》指出，要突出做好当前长
江流域防汛工作。切实强化防汛检
查和隐患整改，重点做好三峡船闸
通航运行管理，切实强化督导督查

和责任追究、监测预警和风险研判、
应急准备和抢险救灾，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要根据本地防汛
防台风工作实际，总结经验、吸取
教训，切实加强预警预防和防御准
备。要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
部 门 加 强 合 作 ，及 时 获 取 相 关 信
息，必要时及时停工停产停运、转
移人员。对汛期水位变化较大的
通航水域，要加强与水利等部门的
沟通，及时调整航道标识，发布通
航信息。对客运和危险化学品运

输 车 辆 、船 舶 等 加 强 隐 患 排 查 治
理，全力避免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
损失。着力做好防汛物资、设备的
储备和管理工作，提升应急处置和
保障能力。

港口、航道管理部门要加强港
口码头、航道设施监管，加强防灾
减 灾 物 资 储 备 和 抢 险 队 伍 建 设 。
要合理安排港口作业，按规定及时
暂停港口作业并做好人员避险、设
备货物防汛防台风工作。要加强
对航道设施的检查和维护，加强航
运枢纽大坝和通航建筑物运行动

态监测和安全管理，确保设备设施
运转正常。

海事部门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
监管，维护通航秩序，督促做好海上
船舶、设施和人员的避风工作。要
严格执行恶劣气象条件下客船禁限
航规定，组织做好客渡船、危险品
船、水上施工作业船等避风和系泊
加固工作。

救助打捞部门要科学部署专业
救捞力量，认真检查、保养专业救助
船与航空器，加强应急演练，做好抢
险救援准备，同时要保障自身安全。

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

加强预警预防和隐患治理
切实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高度关注疫情下
海员队伍的纾困与发展

□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海事局原局长 梁建伟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
破 1000万例，疫情对航运业已经并将
继续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支持航运决
策？船用燃料油市场走势如何，未来
将怎样应对？航运人如何运用法律
规则来保障正常经营？ 6 月 24 日，

“后疫情时代航运抉择”论坛在上海
举行，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专
家学者，以期对港航企业有所助益。

用大数据技术
实现精准航运

与 17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新冠
肺炎疫情对航运业的影响有何不
同？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信息化
研究所所长徐凯认为，非典对我国经

济和航运业的影响呈“V”型趋势，而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则呈现出“U”型
趋势，持续时间较长，影响更深远。

不过，与 17 年前不同的是，当前
大数据等技术迅速发展，航运企业可
以运用这些技术进行精准分析，做出
科学决策。“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
由最快方案、最省方案到最准方案的
转变，避免疫情风险、避免折损亏本。”
徐凯认为，这需要政府、港口企业、航
运企业和货主企业四方通力合作。

“要运用物联网技术，对货运进
行卫星定位跟踪，建立电子围网，建
设智能化运输单元；运用互联网（区
块链）技术，实行供应链电子凭证，
避免人为接触，保证信息传输的高
效和兼容；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无人自动化航运，比如无人集装箱
卡车、巡检车、全自动化码头仓库

等，最大限度减少人工作业，降低疫
情期间人员见面接触率；运用大数
据平台，实现物流数字化治理，综合
分析评估疫情风险、疫情期间合作
商的征信评估、多式联运的规划和
优化，精确查找市场需求，实现精准
航运。”徐凯表示。

当前，不少航运企业已经使用大
数据技术来进行精细管理。“后疫情
时代航运抉择”论坛上，上海舟翼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船舶油水
智能管理系统”正式上线。这是一
套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全光
场复现系统，不仅可以全景复现船
舶的工况和状态，复现船舶航行轨
迹，还可以复现船舶油水作业的过
程和结果。“这一系统的应用，能够
最大限度提高船舶安全营运管理工
作的时效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

船舶成本精细化管理、能耗管理和
防污染管理水平。”上海舟翼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廖远忠介绍说。

用期货工具
控制燃油成本

从今年 1 月 1 日起，国际海事组
织要求全球船舶使用燃料油的硫含
量不得超过 0.5%m/m，低硫燃料油成
为市场主流消费品种。据统计，2019
年船用需求在我国燃料油消费中占
比达 54%，其中保税油占比为 28%，
内贸船用占比为 26%。（下转第 3 版）

□ 全媒记者 甘琛 通讯员 谢善政

变局之中航运业如何用好三大“法宝”？

透视热热点点

6月 22日，湛江海事局霞山海事
处友谊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卢锦国
和同事们带齐执法装备、戴好防护
口罩登上国轮“奥泰 2”船开展 FSC
（船旗国监督检查），这是工作 8 年
以来，卢锦国的第 231次 FSC。

从一名刚走出校园的学生成长
为一名港口国监督检查官，8 年来，
卢锦国共开展 417 次 PSC（港口国监
督检查）、231 次 FSC，单船平均缺陷
6 项，船舶滞留率超过 10%，缺陷判
定精准无误，未发生有效技术复
议。作为湛江海事业务骨干，卢锦
国将“严禁船舶‘带病’航行、守护水
域船畅人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把
干好海事事业当作人生追求，这些
年来，他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
这个方向努力前进。

为船舶隐患“把脉开方”

2012年 7月，卢锦国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考入湛江海事局，2013 年 5
月参加广东海事局“海事概念船”设
计大赛，从此他便与船舶安全检查
结下了缘分。

“PSC 被誉为船舶‘海上安全最
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种检查就像医生一样为船舶‘把
脉开方’，找出安全隐患，医治船舶

‘疾病’。刚开始从事 PSC，面临的
最大困难就是对船舶整体的营运管
理不熟悉，缺少对船舶的深切认
识！”卢锦国对记者说。

然而，卢锦国面对困难没有退
缩，他积极申请随商船见习，向经验
丰富的远洋船长、轮机长取经，尽快
补齐短板。

返回海事岗位后，卢锦国把学
习、实践、思考结合起来，既带着问
题上船，又带着问题下船。白天，他
穿梭在湛江港码头靠泊的轮船上，
爬舷梯、下机舱，翻阅船舶文书证
书，查找船舶结构设计隐藏缺陷，排
查船机设备安全隐患；夜里，他沉下
心，带着白天留存的疑问，查找国际
公约法规，向前辈和同行请教，学懂
弄通心中疑虑。通过一点一滴不断
学习，卢锦国取得了不小进步。

“你会不会搞错了？”2018年 7月
6 日，卢锦国检查“海洋石油 981”平
台发现安全隐患后，“海洋石油 981”
平台的船长有点不相信。

（下转第 4 版）

前进！只为一方船畅人安
——记2020年直属海事系统优秀青年卢锦国

□ 全媒记者 龙巍 通讯员 刘毓林

广深首条水上
高速客运航线开通

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6 月
28 日，广东省航运集团旗下广东省
水上公交有限公司正式开通南沙
客运港至深圳机场码头航线。

据悉，南沙客运港码头至深圳
机场码头航线全程约 15.3 海里，航
行 时 间 约 35 分 钟 ，这 是 首 条 由 南
沙直航深圳的水上高速客运航线，
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
互通。为该航线专门建造的两艘
豪 华 双 体 高 速 客 船“ 新 时 速 1”和

“新时速 2”各有 199 个客位。

本报讯（通讯员 庞皓严）近日，
笔者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新闻通
气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东海海区
通信零事故, 水上安全信息播发正
确率 100%，为辖区船舶水上航行安
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次通气会采用远程线上发布
形式，据介绍，2020 年上半年，上海
海岸电台共收到处置 DSC（船舶呼
叫系统）信息 433677 份，DSC 遇险
报警信息 625 份；播发海上安全信
息：中英文航行警告 1453 份、中英
文气象警告 696 份，进行海事空巡
通信 42 次；处理重大通信 3 次，水
上安全通信差错率为 0，设施可用
率 99.99%，设施恢复及时率 97.27%，
优于指标。

上半年东海海区
安全信息播发零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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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交
二航局参建的龙
潭长江大桥工程
LT-A3 标南塔段
项目迎来复工达
产的高潮。

图 为 班 组 工
人正在对钢筋笼
进行焊接作业。

陈克 摄

本报讯（全媒记者 孙丹妮）6 月 25 日，在第十个
“世界海员日”到来之际，交通运输部向社会公开发
布《2019 年中国船员发展报告》（简称《报告》），为社
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关注和支持船员事业发展提供
了参考和借鉴。

据悉，这是交通运输部第 5 次发布有关中国船员
的发展报告，包括船员队伍规模与结构、船员教育培
训与考试发证、船员管理与服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部分，对中国 2019 年船员队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
介绍。

根据《报告》，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共有注册船
员 1659188 人，同比增长 5.3%。海船船员 784355 人，
同比增长 6.3%；内河船舶船员 874833 人，同比增长
4.4%。我国持有国际航行海船适任证书的船员共计
259466 人，同比增长 3.8%；持有沿海航行海船适任
证书的船员共计 159041 人，同比增长 8.0%；持有内
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的船长 144188 人，内河船舶船
员中高级船员占比达到 47.8%。船员队伍总体保持
稳定。

在“世界海员日”当天，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致
信全国船员表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离不开一支高
素质的船员队伍。《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交通运输
部积极推进船员队伍建设，服务国
家战略实施。落实国务院《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支持航海
类院校开展高职扩招工作；创新

“校企结合、订单培养”模式开展船
员培养精准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推动京津冀区域内河船员管理协同
发展，保障特定航线江海直达船员
供给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
延。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度
和深度远超 2003 年的 SARS 危机，
是继 2001 年“911”恐怖袭击和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21 世纪全球体系
经受的第三次重大冲击，也很有可
能是最大的冲击。这一重大事件
的冲击，将会停留在几代人的记忆
中，成为专家学者以后不断研究的
课题。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或多
或少受到了影响，首当其冲的就
是交通运输业，尤其是海运业 。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海
运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 ：“ 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
国、航运强国，经济要发展，国家
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
强起来。”航运强国靠干出来的，
其中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中国
海员在海运强国建设中发挥的作
用无庸置疑。正如民国时期上海
吴淞航海专科学校第一任校长唐
文治先生所说：“商船驾到国外，
其实是国家的势力所达之处。国
家一旦有事，诸生即是海军。故
东 西 各 国 ，均 特 别 优 待 商 船 人
才。”正如 14 亿人的饭碗要牢牢
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中国海
运事业的强大，靠引进他国的海
员，是绝对行不通的。中国海洋
强国、航运强国的地位，要靠中国
人自己去争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的 20 年，中国海员的职业吸
引力降低、船员队伍整体素质下
降，高素质海员流失严重是不争的
现实。如果我们再不重视，新冠肺
炎疫情将是影响海员队伍可持续
成长的严重事件。疫情下的海员，
其所经历的歧视和无奈，其所处环
境的艰难，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
切身体会到的。试想，让一个人，
长达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困在船
上，不准离船一步，没有新鲜的食

物供应，没有可倾诉的对象，真与
“坐水牢”无异。疫情才蔓延了半
年，全球仅见诸报道的，就已经有
多少起罢工、跳海、自杀、谋杀事
件发生？如果疫情长时间得不到
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有些
国家和地方，船上的人无法上岸，
岸上的人无法上船，船上的正常供
给得不到保证。海员们在疫情中
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多少海员
兄弟将心灰意冷，告别海员职业，
从而带来更大规模的海员人才流
失？

李克强总理在 2020 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只有“留得青山”，
才能“赢得未来”。为疫情下的海
员队伍纾困，是当务之急。只有先
纾困，才能再谈未来。对此，有如
下建议：

——充分保障海员正常休假换
班的权益，各港口一律不得禁止海
员休假或设置各种障碍。海员在
船航行、锚泊期间，属于隔离状态，
应该计入隔离 14 天的时间要求。
海员核酸检测列入优先级别，最短
时间内出结果。

——鉴于海员在各国港口行动
均受限制的情况，将会带来极大的
身心疲劳。要求强制缩短船员上
船工作时间，正常情况下不能超过
8个月换班。

——下达海员抗疫基金，直接
补贴到海员个人。

——为海员税收减免、子女就
学等提供优惠政策。

——开辟绿色通道，为船员及
家属提供心理辅导等服务。

“没有海员的贡献，世界上一
半的人将挨饿，另一半的人将受
冻。”关爱海员，就是关爱我们自
己。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今天能
够给予海员关心关爱，在未来的日
子里，海员将加倍回报社会。只有
这样，海洋强国、航运强国才会有
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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