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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皖阜阳驳 910内河船舶
营业运输证不慎遗失，营运证编
号：皖 SJ（2010）16-0258，声明作
废。

兹有我公司船舶宁高鹏 958
内河船舶吨位证书不慎遗失，船
舶识别号：CN20142267002，证书
编号：201921010010，发证日期：
2019年 01月 21日，声明作废。

声明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 特
约记者 马桂山）12 月 25 日，记者
从山东海事局年度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今年 11 月底，“十三
五”期间山东沿海水上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辖区共发生等级以上
水上交通事故 53 起、死亡失踪
145 人、沉船 36 艘、经济损失 1.23
亿，分别较“十二五”同期下降
18%、1%、8%、39%。该局组织海
上搜救行动 1142 次，成功救助人
员 9142 人、船舶 473 艘、打捞沉船
41 艘，未发生死亡失踪和 30 人以
上的水上交通事故和重大船舶污
染事故。

“十三五”期间，山东沿海港
口船舶运输量保持在高位，山东
海事局辖区累计进出港船舶 358
万艘次，同比增长 9.5%；沿海港

口货物运输量累计达 62.2 亿吨、
同比增长 47.2%；海上累计运送旅
客 1.3 亿人次，2016—2019 年年均
增长 8.3%，2020 年受疫情影响环
比下降 62.1%。辖区注册海员数
量上升至 18.02 万人，完成船员培
训考试 60.9 万人次，山东省海员
外派服务贸易年创汇 6 亿美元左
右，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船
员大省作用突出。

简政放权方面，山东海事局
认真贯彻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
许可和“减证便民”要求，“十三
五”期间取消 40 项行政许可事
项，精简 24 项、57 份申办材料，取
消申办证明 40 份，审批事项办结
时间缩减 60%以上，海事行政执
法社会满意度持续保持高位，由
97.6%增长至 98.26%。

山东海事局“十三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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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周 佳 玲
通讯员 王晓明）近日，四川省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四川省环
保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定》，对推动全省构建“大生态、大
环保”工作中作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航务局被授予“四川省环
保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近年来，该局高度重视环保
工作，多措并举，成效显著。全省
主要港口岸电设施已实现全覆
盖，大型码头、矿石码头均已建成
堆场防风抑尘设施，所有港口、船
舶修造船厂已具备船舶含油污

水、生活污水和垃圾接收能力，并
与城市市政公共处理设施有效衔
接，2107 艘 100 总吨以上船舶已
完成生活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配
备和改造。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
加强绿色港口、绿色航道、新能源
船舶、水上 LNG 加注站、洗舱站、
岸电等绿色环保项目建设，为开
创四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
面、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而奋斗！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获表彰
环保工作成效显著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鄢 琦 通
讯员 徐辉）日前，记者从安徽省
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获
悉，截至 11 月底，安徽全省完成
水运固定资产投资 90 亿元。全
省水路累计完成货运量 11 亿吨，
货物周转量 5533 亿吨公里；完成
港口吞吐量 4.87 亿吨，其中出港
2.53 亿吨，同比分别下降 3.77%和

5.4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74 万
标箱，同比增长 6.11%，其中蚌埠
港增速达 20.26%。

营 运 船 舶 运 力 持 续 小 幅 增
长。截至 11月底，全省共有各类营
运船舶 24676艘，净载重量约 5021
万吨，较 2019 年底船舶艘数减少
336 艘，净载重量增加 176.2 万吨，
运力小幅增长 3.6个百分点。

安徽完成水运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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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事项涉及水运领域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樊 雪 菲）日
前，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责任清单》
（以下简称《清单》），明确以直接取消
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
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
改革。其中涉及 24 个水运相关改革
事项，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行。

根据《清单》，在中国（湖 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直接取消“国际客船、
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经营审
批（初审）”，取消“从事大陆与台湾
间会上运输业务许可（初审）”。对
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取得乙级、丙级
和机电专项资质应当具备的条件
（包括人员、业绩、设备等）实行告知

承诺，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
决定。

《清单》明确，对于港口（涉及客
运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经营项目
除外）经营许可，一方面推动实现申
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另一方面，
对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
（包括人员、设施、设备等）实行告知

承诺，经形式审查后当场作出审批
决定。在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
可方面，将实现办理审批“最多跑一
次”，并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之间的
信息共享，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营
业执照等材料，同时将压减审批时
限。此外，还将优化经营国内船舶
管理业务审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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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龙 巍 通 讯 员 覃
浩 峰）12 月 25 日，港
珠澳大桥海事局、港
珠澳大桥管理局联合
珠江口相关拖轮公司
和中交一航局等单位
共同签署了港珠澳大
桥广东水域紧急救援
合作协议，标志着该
水域水上紧急救援工
作机制正式建立。

该机制的建立是
为有效应对港珠澳大
桥广东水域内发生的
船舶紧急情况，及时
调动大桥附近水域拖
轮及应急力量实施救
援处置，消除船舶碰
撞桥梁风险，保障大
桥安全运营。

据介绍，此次合作协议的签订，
是切实落实《港珠澳大桥广东水域
通航安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有
力举措，也是推进该水域水上交通
安全管理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一步。

（上接第 1 版）
杨华雄进一步介绍，为确保抓深

抓细、抓牢抓实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
理问题，《实施方案》围绕健全安全
责任体系、开展桥区水域航道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开展桥区水域水上
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开展桥
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建立长效
机制等五方面进行了部署。

杨华雄特别指出，船舶碰撞桥
梁隐患治理工作涉及的部门多、地
区广，责任主体多元，是一项系统
工程，各部门、各单位需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各负其责，同时
加强协调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
力，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
护航。

关于主体责任方面，航运企业是
船舶安全航行的责任主体，应建立健
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所属船舶
和船员管理，保证船员遵守相关规
定，保障船舶在桥区水域安全规范航
行。负责桥梁养护或运行管理的单

位是保障桥梁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
应依法依规设置和维护桥梁标志标
识、防撞设施；对抗撞性能不足的，
采取设置防撞设施、加装主动预警装
置等措施，提升防撞能力。航道养护
单位是桥区水域航道养护的责任主
体，应按规定保障桥区水域航道和水
上航标处于良好的状态。

关于监管责任方面，海事管理机
构要落实桥区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
管责任，督促航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和相关安全保障措
施。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落实
公路桥梁防船舶碰撞的监管责任，督
促指导桥梁运行管理单位落实桥梁
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和相关安全保障
措施。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要按职
责落实铁路桥梁防船舶碰撞的监管
责任，督促指导桥梁运行管理单位落
实桥梁安全运行主体责任和相关安
全保障措施。航道管理部门要落实
航道安全监管责任，督促航道养护单
位加强航道及水上航标养护，保障桥

区航道安全。
关于属地责任方面，地方各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各地区铁路监督管
理局、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积极向属
地政府报告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
行动有关工作，推动落实地方属地责
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属地政
府领导牵头，铁路、公路、航道、海
事、城市、管道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协
调机制，协调落实城市、管道等桥梁
行业监管部门组织开展其桥梁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按桥梁运行
管理单位所在地行业监管部门牵头
原则，协调落实跨地区、多用途桥梁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牵头监管
部门和牵头桥梁运行管理单位，并协
调解决隐患治理行动中的其他重大
问题。

“要通过集中整治，不断总结经
验、完善成果，建立防范化解船舶碰

撞桥梁风险长效机制，研究存在的问
题和解决办法，采取有效措施，实现
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化解的常态化、
长 效 化 ，确 保 取 得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效。”杨华雄表示。

科学谋划
推进《实施方案》落地见效

安全生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杨华雄指出，为深入推进船舶碰
撞桥梁隐患治理，《实施方案》分动
员部署、隐患排查、集中整治、巩固
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021 年 1 月底前为动员部署阶
段，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地区
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团公司，
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结
合工作实际，实化细化实施方案，并
做好动员部署，明确目标和要求，细

化工作措施。
2021年 2月至 2021年 9月为隐患

排查阶段，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
团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
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协调
开展桥区水域航道、水上交通、桥梁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0 月为集
中整治阶段，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长江航务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
局按职责分工，分别组织开展桥区水
域航道、水上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治
理，于 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治理工
作。此外，公路桥梁于 2021 年 10 月
底前完成桥梁标志标识完善、2022
年 10 月底前完成加装主动预警装置
等整改工作，铁路桥梁结合相关工作
统筹实施。桥梁设置防撞设施、加固
改造的，应于 2021 年 10 月底前开始
履行工程建设或养护工程组织实施
程序，落实资金渠道，2022 年 3 月底
前完成前期工作，其中长江、西江航

运干线桥梁设置防撞设施、加固改造
的，应于 2022年 3月底前启动项目实
施，并按计划如期完成。

2022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为巩
固提升阶段，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铁路局集
团公司，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
管理局、相关直属海事局总结三年行
动开展情况，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
治理的长效机制。

杨华雄表示，建设平安交通是
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是交通运输当好经济社会发
展先行官的重要内容，是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服务民生、保障民生的宗
旨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紧紧牵住安全工作的“牛
鼻子”，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抓
好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加强协调联动，加强资
金保障，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奋勇
前行。

以高度的责任感抓好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樊 雪 菲）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据悉，2020 年版《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事项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
导目录》）是落实统一实行交通运输
执法要求、明确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职能的重要文件，已经国务院
原则同意。

《指导目录》主要梳理规范交通
运输领域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设定
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以及
部门规章设定的警告、罚款的行政
处罚事项，并将按程序进行动态调

整。通知明确，对列入《指导目录》
的行政执法事项，要按照减少执法
层级、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的要求，区
分不同事项和不同管理体制，结合
实际明晰第一责任主体，把查处违
法行为的责任压实。坚持有权必有
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一
厘清与行政执法权相对应的责任事
项，明确责任主体、问责依据、追责
情形和免责事由，健全问责机制。
严禁以属地管理为名将执法责任转
嫁给基层。对不按要求履职尽责的
单位和个人，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交通运输

领域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的源
头治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
据的行政执法事项一律取消。需要
保留或新增的行政执法事项，要依
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
必要性审查。虽有法定依据但长期
未发生且无实施必要的、交叉重复
的执法事项，要大力清理，及时提出
取消或调整的意见建议。需修改法
律法规规章的，要按程序先修法再
调整《指导目录》，先立后破，有序推
进。

通知指出，按照公开透明高效原
则和履职需要，制定统一的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明确执
法事项的工作程序、履职要求、办理
时限、行为规范等，消除行政执法中
的模糊条款，压减自由裁量权，促进
同一事项相同情形同标准处罚、无
差别执法。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纳入地方综合行政执法指挥
调度平台统一管理，积极推行“互联
网+统一指挥+综合执法”，加强部门
联动和协调配合，逐步实现行政执
法行为、环节、结果等全过程网上留
痕 ，强 化 对 行 政 执 法 权 运 行 的 监
督。《指导目录》将由交通运输部根
据本通知精神印发。

严禁以属地管理为名
将交通执法责任转嫁给基层

国办发布关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湖南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本报讯（全媒记者 赵姗）12 月
27 日，由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投资
建设的宜昌长江化学品船舶洗舱
站正式投入运营。长航集团建设
的南京、武汉洗舱站也将于 28 日、
30日分别投运。

宜昌港枝江化学品船舶洗舱
站位于罗家河待闸锚地水域，是
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结合的重要水
域，分为 A、B 两个区进行建设，总
用地 114 亩、岸线 799 米，是目前

宜昌港唯一的洗舱站，也是宜昌
港区唯一的污染物接收和处理专
用码头。该洗舱站采取污水全自
动化处理工艺、有毒气体检测、除
臭和新风系统及无人值守巡检系
统等工业智能 4.0 标准建设，实现
达标的清洁水采用中水回用，是
长江流域智能化程度最高、功能
最齐全的化学品船舶洗舱及污染
物接收、处置、转运设施。

另悉，即将投入运营的武汉青
山化学品船舶洗舱站，紧邻武汉青

山区化工园区武汉恒阳石化码头
下游，水域建设内容为码头（2 个
5000 吨 级 泊 位）、洗舱趸船（90×
15 米钢制 2 个），陆域建设内容为
土地 37563平方米。南京油运洗舱
站位于龙潭港区龙江路下游，杨家
沟河口段，整体工程由水上码头、
洗舱趸船、陆域工程 3 个部分组
成，是推进长江绿色航运的国家重
点工程，项目总占地面积 115 亩，
岸线 1022 米，是目前长江沿线也
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洗舱站。

长江中下游新增三座洗舱站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凡 齐健）12
月 27日，笔者从贵州省地方海事局
获悉，“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共完成
水运固定资产投资 88.2亿元，同比
增长 39.4%。截至目前，贵州省高
等级航道累计突破 1000公里。

据了解，在水运建设项目方
面，贵州“十三五”期间共建成水
运工程项目 22 个，其中包括建成

都柳江上的从江、大融、郎洞、温
寨 4 座航电枢纽并顺利实现并网
发电，建成西部山区内河第一批
通航设施——乌江思林、沙沱水
电站 500吨级升船机。

此外，在民生水运建设方面，
贵州全省建成便民码头 154 个、
乡镇渡口 450 个，完成渡改桥 89
座，辐射全省近 400个贫困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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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工程二阶段3号泊位主体结构完工。
宁波舟山港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工程是舟山口岸首个现代化国际集装箱码头。该工程规划建设2个 10

万吨级和 3个 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水工结构均按靠泊 15万吨集装箱船设计），码头总长 1774米，设计年吞吐
量250万标准箱，总投资约64.3亿元。 洪宇翔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