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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客渡运治理体系及
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让客渡
运企业自身理念实现从“要
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
变。

为此，福建海事局从严督
促客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指导企业从严从实抓好客渡
船安全运营，帮扶指导企业
建立健全安全与防污染管理
制度，多措并举着力改变村
委会代管船舶现象，积极做
好第四批适用 NSM 规则客运
船舶的宣贯动员工作，提升
辖区客渡运企业岸基管理的
规模化、企业化、专业化管理
水平。

“公司设在偏远岛屿上，
岸基是村里老人帮忙管理，
安全管理制度零散驳杂，甚
至有时船舶配员都不齐。”这
是福州海事局执法人员陈恩
对长乐松航海运公司检查的
最初印象。为切实督促企业
将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福州
海事局从严处罚、从细服务，
还派遣定点联系人点对点精
准指导企业制定实施安全管
理制度。

“在福州海事局的监管指
导下，公司安全制度全了，专
业人员齐了，旅客坐得放心，
坐得舒心，我晚上也能睡个安
稳觉了。想想以前，真的不应
该，也没必要。”松航公司总经
理王某介绍。

仅今年以来，该局共推动 17 家客
渡运航运企业、68 艘客渡船纳入第四
批 NSM 规则管理。截至目前，辖区建
有 37 家公司管理经营着 243 艘客渡
船，船舶岸基公司化管理率已由原来
的不足 60%提升至 93%，客渡运企业
化、专业化治理成效显著。

“我们还推动船东加大岸基对船舶
的支持力度，着力提升客渡运船舶安全
技术状况，及时淘汰安全状况不佳船
舶，推动客渡运治理全面提质增效。”林
云山说。

走好一步棋，激活一盘棋。2019 年
以来，福建辖区共淘汰老旧客渡船 16
艘，新建投入使用船舶 6 艘，计划新建
船舶 13 艘，辖区客渡船船龄得到有效
降低。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在务实功、求
实效上下功夫，福建海事局逐渐将推进
客渡运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的蓝图
变为现实。

在客渡运监管中书写在客渡运监管中书写““民生答卷民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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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坚持把客渡运安全
作为海上安全监管和具体落实总
体 国 家 安 全 观 的 重 中 之 重 ，不 断
探 索 实 践 ，逐 步 形 成 了 具 有 福 建
特色的客渡船安全监管与服务体
系 ，为 满 足 新 时 期 百 姓 安 全 出 行
需 求 、提 升 客 渡 运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夯 实 了 基 础 。”8 月
24 日 ，福 建 海 事 局 局 长 徐 增 福 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月 1 日，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公
布实行的《福建省渡运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正式生效，该
《办法》是福建省首部渡运管理地
方 规 章 ，依 法 规 范 了 渡 运 管 理 活

动，对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渡运
公共交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客渡运治理有“温度”，“民生答
卷”有“厚度”。近年来，福建海事局
通过对内连续 4 年开展客渡运安全
监管专项行动，对外加大与地方政
府、交通、气象等部门合作共建，初步
构建了新时期福建沿海客渡运“共
建、共治、共享”综合治理格局；2019
年，该局协助福建省人民政府专门就
沿海渡运安全出台管理意见，首次将
渡运安全纳入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考
核指标；2020年，推动《福建省渡运管
理办法》出台，开启了渡运安全长治
久安的全新篇章……

狠抓落实
压实海事安全监管责任

福建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
多，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地区现有客
渡运航线 120条，客渡运码头 182个，
客渡船 260艘，年客渡运量约 4480万
人次。新形势下，客渡运安全监管如
何更快捷、更精准、更有效？

福建海事局精准把脉，着力推
动客渡运安全监管工作由传统经
验式管理、人海式监管向现代法治
化管理、信息化监管转变。

履职尽责是基础。近年来，福
建海事局出台实施了《关于全面推
进客渡运船舶安全监管工作指导意
见》，结合辖区实际建立客渡运安全
监管“九项制度”，着力“六个严抓”，
逐步建立健全“法规说得清、船东够
得着、海事管得住”的监管机制，突
出加强客渡运现场检查力度，强化
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客流高峰管控，
严盯船舶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
施，严打各类客渡运违法行为，辖区
客渡运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今年，我局组织开展了客渡
运安全监管‘回头看’活动，对辖区
客渡运船舶安全监管中长期悬而
未解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问题进
行系统梳理，制定了覆盖 4 个类
别、10 个方面、29 个具体项目的工

作清单，以‘钉钉子’精神分类施
策、精准发力，对安全隐患采取清
单销号管理。截至 7 月，已实现时
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工作目标，辖
区 客 渡 运 安 全 隐 患 销 号 率 达
60%。”福建海事局船舶处副处长
林云山介绍。

福建辖区客渡运点多、线长、
面广，有些渡口更是在孤悬海外的
偏远岛屿，如何才能保证监管覆盖
到位，安全不留死角？福建海事局
把目光投向了信息化建设，用信息
技术赋能客渡船治理，促进海事监
管提质增效。

近年来，该局持续强化电子巡
航，开发应用客渡船安全监管信息
化平台，划拨 400 万专项资金为辖
区 71艘客渡船增配 AIS设备、为 48
个渡口安装 CCTV 监控等。截至目
前，辖区 260艘客渡船已 100%安装
AIS，182 个客渡码头已安装 114 个
CCTV，CCTV 覆盖率由原来的不足
40%已达到当前的 62%，新时期辖
区基于监管平台、VTS、CCTV、AIS
等信息化技术支撑的客渡船监管
效能得到彰显，有力实现了“底数
清、台账全、看得见、控得住”的管
理目标。

凝聚合力 推动地方落实属地责任
为从根本上解决渡运安全

“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
题，福建海事局创新传统治理路
径，紧紧盯住地方政府属地管理
责任这个“牛鼻子”，持续打造以
地方政府牵头的多部门齐抓共管
综合治理格局，奏响了水上美好
出行的新篇章。

2019年年初，福建海事局起草
并推动福建省人民政府专门就沿海
渡运安全管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沿海渡运安全管理的通知》，首次
清晰界定了政府属地管理责任、部
门行业管理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和海事监管责任的内涵和边
界，并成功将渡运安全列入地方政
府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2020 年，福建海事局联合交
通部门共同起草并推动福建省
人民政府顺利出台《办法》。“《办
法》填补了我省客渡运立法空
白，其出台实施将对推动渡船标
准化、船员适任化、渡口规范化、
运营专业化、管理法治化产生深
远影响，也必将为构建福建辖区
渡运管理‘共建、共治、共享’工

作新格局发挥重要的基石作用。”福
建海事局副局长宋剑华介绍。

在三级海事机构的齐力推动下，
客渡运综合治理的动能进一步汇聚：
福建省安委办对各地市政府年度考
核中首次采用福建局制定的渡运目
标考核细则；泉州市、平潭管委会首
次同意由海事部门代替地方政府实
施渡运考核；厦门、漳州、宁德市政府
纷纷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涉客船舶
治理的专项文件……

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福
建海事局还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将渡
口码头更新改造和航线布置纳入政
府公共交通体系建设，着力推动渡
口码头配备安全设施、专门工作人
员和实施旅客实名制，协调地方政
府牵头相关涉海部门加大对海上养
殖非法侵占航道、非法渡运等问题
的专项整治力度。

仅 2019 年以来，在各级政府牵
头下，福建辖区渡口码头更新改造
20 个，计划纳入改造 13 个，客渡运
航线优化布置 14 条，辖区 182 个渡
口码头基本设施和管理人员配备率
已由原来的不足 30%提升至 59%，

与交通运输、公安边防、海洋渔
业、港口航道等部门不定期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 80 余次，辖区客渡码
头基础安全管理和通航安全环境
得到较大提升。

同时，针对辖区常年气象海况
状况较为恶劣的情况，推动气象部
门在客渡运水域建成和在建风力
监测点 35 个，可获得专项气象信
息服务的客渡船覆盖率由原来的
不足 50%达到当前的 95.3%；积极
协调推动船级社、船舶设计公司、
船方对客渡船抗风等级重新校核
提升，并协调相关方根据辖区实际
从严规范新建船舶抗风等级。

2019 年以来，辖区共推动完成
客渡船抗风等级提升 25 艘，极大
提升了辖区客渡运力使用效能、便
利了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家
住莆田南日岛的林先生告诉记者，

“以前每逢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回家
陪父母过节，经常由于风力太大船
舶停运回不了家，现在渡船抗风等
级提升以后，都没有发生过船舶停
运，滞留岛外的情况，回家更方便
也更有安全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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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弘扬科
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促进科技创
新 和 科 学 普 及 协
调发展，以全国科
技 活 动 周 20 周 年
为契机，按照交通
运输部统一部署，
长 江 航 务 管 理 局
（简称“长航局”）8
月 23 日起，在全系
统 组 织 开 展 了
2020 年 科 技 活 动
周系列活动，推出
了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和人才展示、科技
战役成效展示、科
普 知 识 讲 座 、“ 创
在 长 航 ，智 在 未
来”青年创新创意
大赛等系列活动。

本 期 本 报 对
2020 年“长航局科
技奖”特等奖及一
等奖成果、长航局
创 新 人 才 和 创 新
团 队 事 迹 进 行 集
中 展 示 ，以 飨 读
者。

特等奖
项目名称：长 江 南 京 以 下 12.5m

深水航道一、二期工程建设维护全过
程模拟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
究中心、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项目很好地探索了模型技术在
长江黄金航道建设维护中的应用，取
得了创新性的技术进步，并且已在长
江南京以下 12.5m 深水航道建设维护
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解决了长
江南京以下径潮流河段泥沙运动关键
参数选取、复杂河段航道布置模型研
究技术、特殊动力环境下软体排抗掀
稳定分析技术及航道月度维护量预测
技术指导航道疏浚组织安排的关键技
术难题，为“建设好、维护好”长江南京
以下 12.5m 深水航道供了直接成果论
证。研究成果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本项目提出的模拟研究技术，为项目
单位新增合同额约为 554.2万元。

一等奖
项目名称：新水沙条件下长江中

游滩槽调整与航道演变规律研究
完成单位：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项目首次发现了芦家河沙泓中

段出现了卵石输移形成浅包碍航的
新问题，还发现了发现了长江中游不
同类型分汊河段存在“短汊发育”现
象等。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到宜昌
至昌门溪河段航道整治工程、荆江河
段航道整治工程、长江干线武汉至安
庆段 6m 深水航道整治工程的前期及
设计中，同时精准预测芦家河水道及

太平口水道短期变化趋势，明确年
度维护重点，为航道维护策略的制
定提供技术支撑。研究成果在枢纽
下游河段航道整治工程中均有较好
的通用性，为长江及汉江等枢纽下
游航道整治工程提供借鉴。

项目名称：北斗技术在长江干
线公务船（海巡艇）上的应用研究

完成单位：长江海事局、长江通
信管理局、武汉理工大学

本项目首次在长江干线船用终端
上研究使用单北斗芯片，接入更多船
舶状态信息和船舶服务信息，点对点、
点对多的发送安全信息、气象信息、事
故信息等，解决了船岸通信最后一公
里的短板。改变了长江船舶GPS系统
一枝独秀的局面，结合北斗差分信息，
为涉水用户提供了米级到厘米级的定
位服务，满足不同用户需求，为长江上
北斗系统的全覆盖、全替代以及常态
化应用奠定了基础。项目中的成果
《面向多业务的船岸公共信息终端》获
国家新型专利证书，发明专利《利用
AIS和无线公网接收北斗差分信息的
方法和装置》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
审查合格。目前，结合项目成果研发
的单北斗终端已在长江干线 321艘公
务船、1028艘客、渡船安装推广。

项目名称：长江口深水航道利
用边坡自然水深提升通航效率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完成单位：交通运输部长江口

航道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航道与
通航管理处、长江航道局、中交上海航
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河
口海岸科学研究中心

本项目成果在河口航道边坡自然
水深利用标准、河口区域多波束高精
度测量、基于边坡利用的三维泥沙数
模构建、超宽交会对疏浚施工影响研
究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技术进步，
并且在边坡水深利用总体方案及航道
维护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科学解决
了超宽船舶通航与有限的航道资源之
间的矛盾，有效提升了长江口深水航
道通过能力。研究成果的应用提升了
航道通过能力和服务水平，为长江经
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和物资交
换提供了更加高效、畅通的水运通
道。据估算，基于本项目研究成果的
长江口深水航道利用边坡自然水深提
升通航效率总体方案实施后，试运行
期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1月 30日
期间长江口深水航道边坡自然水深利
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约 3.66亿元。

项目名称：武 安 段Ⅰ标 智 慧 工 地
建设方案及应用实践

完成单位：长江航道整治中心、长江
航运发展研究中心、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

本项目结合武安段Ⅰ标施工管理
现状及航道工程智慧工地建设目标与
功能，开展智慧工地平台应用方案设
计，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
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采用 HT⁃

ML5 技术，自主开发了视频推流引
擎，将传统航道工程施工管理进行
互联网加改造，包括远程视频监
控、视频识别、车船定位监控、水位
水情监测、船舶用电安全监测、施
工环境监测、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
等功能模块；并集成各应用系统于
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开创了全新
的“互联网+航道施工管理”的智慧
工地管理模式，大力促进了工程管
理的智能化、可视化和精细化，是
航道工程施工管理模式和手段的
转型和升级，全面引领了航道工程
智慧工地建设的方向。目前已在
武安段Ⅰ标项目部建设完成并投
入使用，大幅提升了武安段Ⅰ标施
工管理水平和效率，开创了航道工

程智慧工地从建设方案到应用实践再到
产生效果的先河。

项目名称：长江过闸船舶吃水检测装
置应用技术

完成单位：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
本项目深入结合长江经济带、长江黄

金水道等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紧扣综合交
通运输发展的时代脉搏，分析论证了吃水
检测系统应用工作流程、船舶过闸安检及
交通组织流程，以及船舶通过吃水检测装
置的航路航法等重要研究结论，填补了国
内外在过闸船舶吃水自动检测技术的空
白。投入运用后，服务三峡河段过闸船舶
安全检查工作，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一
是有效缩短船舶受检时间（较人工检查可
缩短 20-25min）；二是保证了船舶过闸安
全，有效杜绝了船舶谎报吃水和超载的安
全隐患；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船舶少报现象
得到遏制，自 2018 年 6 月 1 日实施过闸船
舶 100%安检工作后，截至 2019 年底共提
高统计通过量约 3000万吨。

福建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客渡船现场监督检查福建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客渡船现场监督检查。。福建海事局供图福建海事局供图

福建海事局抓紧安全责任“牛鼻子”

生态航道创新团队
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时代背景下，生态航道已经成为内
河水运建设的发展趋势。“生态航
道”创新团队是近期在长江中下游
生态航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中形
成的。

团队核心成员均为年富力强并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工作经验
丰富的中青年优秀研究人员，研究
范围包括航道整治工程规划与设
计、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技

术、生态环境监测河流水动力和
河道演变、河道治理与水资源综
合利用等等，具备深入开展航道
工程与生态、河流动力等多学科
交叉研究的能力。

该团队在航道生态整治技术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部分
成果并已在长江中下游航道治理
中得到了运用和推广，增强了长江
航道的生态功能。其中，长江中游
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昌门溪至
熊家洲段工程被交通部列为全国
内河航道生态环保示范工程。

长航局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郭涛（长 江 航 道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高级工程师）
郭涛同志主要从事智能航道发

展研究、航道信息化规划与建设、航
道工程 BIM设计、BIM技术研发与推
广应用等相关工作。

该同志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可
适用于航道工程的 BIM 技术，填补
国内空白。完成“长江中游新洲至
九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长
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
道整治工程”等重大航道整治工程
的 BIM 设计工作，实现长江航道新
开 工 整 治 工 程 BIM 技 术 应 用 率
100%。

近年来，该同志主持航道科研、
设计类项目 3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
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10 项，多个科研

项目获得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智能交
通协会、长江航务管理局奖项。

程海峰（上海河口海岸科学研究中
心副研究员）

程海峰同志主要从事河口泥沙、地
貌、航道治理以及内河航运安全等方
面的科研工作。 12 年来，他先后负责
长江口航道治理维护科研项目、交通
运输部西部建设科技项目、上海市建
交委重大科技项目、国家标准制修订
项目等 20 余项。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先后荣获省部级
科技奖、测绘工程奖、咨询成果奖共 13
项，在《水科学进展》《人民长江》《水运

工程》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
篇，其中 EI收录 3篇，参与编写专著
1部。

该同志科研工作业绩突出，先后
被授予长江口深水航道维护工程立功
竞赛先进个人、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
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长江航道局和
长航局青年岗位能手、交通运输系统
和长航局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刘振嘉（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高
级工程师）

刘振嘉同志长期从事通航建筑物
运行维护技术研究工作，由其主持和
参加的一批枢纽通航技术研究所形成

的技术成果，已转化应用于生产一线，
对确保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
高、通航环境最为复杂的三峡—葛洲坝
梯级枢纽通航安全高效运行，发挥了重
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同时通过科技研发
培养了技术人才，促进了三峡通航管理
局科研实力的提升。

近年来，他负责了三峡通航管理局
水运新通道建设前期对外技术联系，组
织开展了预可研阶段的研究工作；作为
三峡后规划项目“完善三峡通航应急预
案研究”的主研人员，牵头开展了专题
三“三峡、葛洲坝船闸检修模式优化研
究”；参与起草部令《通航建筑物管理办
法》，参与行业标准《通航建筑物维护
技术规范》《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编制
导则》的制定，进一步规范了内河通航
建筑物的管理。

绿色长江。本报资料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