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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孙丹妮）5 月
22日，交通运输部应对云南漾濞县、
青海玛多县地震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研
究部署灾后应急处置工作。部党组
书记杨传堂主持会议，部长李小鹏
就相关工作作出批示。部领导强
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应急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重
要批示精神，全力以赴、科学施策，
做好公路保通保畅、人员物资运输

保障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地震发生后，交通运输部高度
重视，杨传堂、李小鹏和副部长戴东
昌、王志清等分别作出批示部署有
关工作。 22 日 9 时，部启动Ⅱ级应
急响应，并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派出工作组和相关专家组，统筹做
好相关工作。

部领导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
科学有序有效做好灾后抢险救援救
灾各项工作。一要指导云南、青海
两地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公路保

通保畅、人员物资运输保障等工
作。二要科学评估地震灾害对公路
桥涵隧道等基础设施的影响，全力
做好抢通保通工作，同时，确保抢险
救援人员安全，防止发生次生灾
害。三要指导地方加强应急运力准
备和调度，做好救灾人员、物资和灾
区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保障。四
要谋划开展灾后重建准备工作，及
时拨付灾毁抢通、重建资金，做到应
急处置、灾后重建、高质量发展有序
衔接，有力支撑和支持地震区域基
础设施恢复重建和应急处置工作。

五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政令畅通，
及时准确掌握一线信息，有效开展
抢险救灾工作，严防各类灾害和次
生灾害发生。六要结合汛期、暑期
各地特点，加强预警、全面排查，聚
焦交通运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汛期运输服务
工作，确保群众出行走得了、走得
好、走得安全。

副部长王志清，部总规划师兼
综合规划司司长汪洋出席会议。
部机关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杨传堂李小鹏部署云南青海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全力以赴科学施策
做好保通保畅保运工作

本报讯（全媒记者 孙丹妮）近日，交通运输
部、科学技术部联合发布了首批国家交通运输
科普基地名单，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铁道
博物馆、桥梁博物馆、大连海事大学校史馆及

“育鲲”轮、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港珠澳大
桥、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大型
水动力实验中心（临港基地）、北京交通大学交
通运输科学馆、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绿色照明与安全防灾新材料试验室 10 家基
地入选。

发展科普基地是推动科普社会化、鼓励社会
各界参与和支持科普工作的有效途径。按照
《科学技术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建立“科交协
同”工作机制的合作协议》和《交通运输部关于
加强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指导意见》
有关科普工作任务部署，2020 年 7 月，交通运输
部和科技部出台了《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管
理办法》，启动了国家交通运输科普基地建设，
并根据该管理办法按程序遴选确定了首批科普
基地。

下一步，各科普基地将积极整合内外部科技
资源，发挥特色优势开展交通运输科普工作，为
提升科普工作的质量效益，促进交通运输科技
创新和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协调发展，支撑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和科技强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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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
者 孙丹妮）近日，交
通运输部发布《2020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
展统计公报》（简 称

《统计公报》），《统计
公报》显示，2020 年
全年交通运输主要
指标稳定恢复，基础
设施网络加快完善，
运输装备不断升级，
运输结构持续优化，
基本完成交通运输
脱 贫 攻 坚 和“ 十 三
五”规划目标任务。

《统 计 公 报》显
示，自 2020年 5月起，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增速由负转正，基
本补齐疫情造成的缺
口。全年完成投资
3.5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7.1%，增速为近三
年最高水平。其中，
公路水路完成投资
2.6 万 亿 元 ，增 长
10.4%。高速公路投
资带动作用明显，完
成投资 1.3万亿元，增
长 17.2%，拉动整个交
通投资增长 6.1 个百
分点。

根 据《统 计 公
报》，港口货物吞吐
量 实 现 较 快 增 长 。
全年全国港口完成
货 物 吞 吐 量 145.50
亿 吨 ，比 上 年 增 长
4.3%，其中外贸完成

44.96亿吨，增长 4.0%。分货类看，完
成煤炭及制品吞吐量 25.56 亿吨，下
降 2.7%；石油、天然气及制品吞吐量
13.10亿吨，增长 7.9%；金属矿石吞吐
量 23.41 亿吨，增长 5.5%。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2.64亿标箱，增长 1.2%。

货运方面，规模已基本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全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464.40 亿吨，恢复至上年的 99.5%，其
中 水 路 货 运 量 恢 复 至 上 年 的
96.7%。客运方面，规模稳步恢复。
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 96.65 亿人，
恢复至上年的 54.9%，其中水路客运
量恢复至上年的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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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18 日，“学史起
航 寻访水运红色记忆 沿着江河
海看浙江”全媒体采访团从革命
圣地南湖出发，沿着钱塘江溯游
而上，沿着瓯江顺流而下，寻访
革命先贤足迹，记录今朝喜人蝶
变。

沿途所闻所见，一个个感人
肺腑的革命故事，一座座拔地而
起的航运枢纽，一条条全新开辟
的水运航线，一个个文旅交融的
古渡码头，无不诉说着这里每一
块土地，都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
奋进的身影；每一条江河，都见
证着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印记。

革命热土，浙江港航人传承
红色基因，坚持生态优先，推进
内河水运复兴，助推文旅融合发
展，生态岸线越来越美，水运港
航事业越加兴盛，一条条红色航
线唱响了绿色之歌。

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绿水青山

陈望道翻译出版第一个中文
版《共产党宣言》；周恩来赴丽水
考察指导抗日救亡；粟裕率军渡

衢江、瓯江，指挥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温州瑞安东阳人曾联松设
计第一面国旗……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这些感人的故事，也让人
仿佛置身当初那段峥嵘的岁月。

江河大地上，红色故事在流
传，也激励着浙江港航人，更好
地守护“绿水青山”。在金华，经
过多年建设，“三江六岸”已建成
大小公园 20 余个，绿道 16.5 公
里，健身步道 3公里，水质达标率
从 40.4%提升至 93.4%，一幅生动
的“‘金’彩三江，风‘华’水岸”画
卷徐徐展开，绽放出“人文双溪”
的独特光彩。

在衢州，龙游红木小镇依江
而建，几经蝶变，形成了一个“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特色
小镇，真正实现“山水相依、村镇
相融、产业联动”的独特空间。

在丽水景宁，通过渡运公交
化改革、美丽渡口建设等举措，
综合规划水陆立体交通网络，不
仅有效解决了 4 万山区库区百姓
出行难的问题，也让当地白姓吃
上了“生态饭”，走上了致富路。

在温州，江心码头、飞云渡
口、安澜渡口获得美丽渡口称
号。在飞云渡口不远处的山上
又建起了一座国旗教育馆，通过
声 、光 、电 ，互 动 和 虚 拟 现 实
（VR）等一系列创新的场馆展陈
方式，让人们感受红色文化。

（下转第 3 版）

红色航线绿意奔涌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5
月 18 日，天津东疆海事局优化营
商环境新闻发布会举办，天津东
疆新承接 27 项海事执法事权，成
为继上海洋山港、海南洋浦港之
后全国第三个实现海事全能审
批的区域，将为东疆提升海事服
务效率，深化自贸区改革创新和
探索自由贸易港打下良好基础。

本次权限下放，东疆海事局
将承接来自天津海事局的 27 项
全流程行政执法事权，实施海
事政务集约化办理，包括自贸
区国际船舶登记等 10 项登记事
权，10 项船舶登记关联事权，7
项船员证件事权，实现航运企
业所需的海事业务能在辖区内
通办，为东疆航运企业提供一

站式服务，吸引更多的航运要
素聚集东疆。

同时，东疆将推行“先行服
务”和“预约服务”，制定政务服
务“容缺办理”指南并试行，为重
要航运项目提供量身定制的海
事政务服务，不断优化绿色通道
适用情形。

据悉，今后，东疆将对安全诚
信船舶或安全诚信公司所属船
舶、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重大国家战略的航运企业以及
天津市区重点招商企业或项目，
在办理船舶登记等事项时提供
绿色通道服务，采取并联办理的
形式，实施同时受理、同步审查，
压减审批时限，提前船舶投入运
行时间。

承接27项海事执法事权

天津东疆获海事全流程审批权限

5 月 21 日，上海洋山深水港自动化码
头，多艘大型集装箱轮在进行集装箱装卸
作业。今年 1至 4月，上海港累计完成集装
箱 吞 吐 量 1505.6 万 标 箱 ，货 物 吞 吐 量
17429.5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较大
幅度增长。 计海新 摄

港通四海 货畅八方

5月 20日，记者从江苏海事局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长江
江 苏 段 船 舶 定 线 制 规 定（2021
年）》（简称《规定》）将于 2021 年 7
月 1日起生效实施。

全力保障水上通航安全、深化
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此举系江苏
海事局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将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
转化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

实践。

大小分流 快慢有序
新规亮点纷呈

着眼于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和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
需求，江苏海事局从提高通航效
率、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优化营商
环境入手，共修订了 21 处主条款
和 12处附件条款。

航路设置更有序。将原 100
米以上的通航分隔带缩减至 50
米，为深水航道让出 50 余米的可
航水域，进一步提升大型海轮航

行条件，同时，通航分道内船舶最
低航速明确为顺流 6 节和逆流 4
节，保障深水航道船舶“快进快
出”“大进大出”。

航行规则再细化。对船舶横
越、追越等行为规范进行增补；针
对“三口两区”（支 流 河 口 、汊 河
口、渡口、桥区、港区）等重点水域
船流密集、横越船舶多、通航环境
复杂的特点，提出在重要汊河口
及支流河口等水域设置警戒区，
重点规范六圩河口等重要河口水
域通航行为；此外，对四类危险品
船舶增加了夜航限制，安全风险
得到积极管控。

（下转第 4 版）

为民办实事出实招“水上高速”交规再升级
——《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2021年）》7月1日起生效实施

□ 全媒记者 张亚蓓 通讯员 王明萱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杨 柳）日
前，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与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
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抢抓“一带
一路”建设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
与合作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山
东港口重点国有骨干企业辐射带
动效应，围绕重庆“两点”定位、

“两地”“两高”目标，在推进国际
物流枢纽园区联动发展、协同发
展、融合发展，加快中欧（渝新欧）
国际大通道、陆海新通道建设，建
立与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全方位
合作等方面深入合作，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及重庆国际物流
枢纽园区大通道、大口岸、大物流
枢纽园区建设，发挥好重庆在推
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示范

作用。
据悉，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于 2007年 9月设立，规划面积 35.5
平方公里。依托团结村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和兴隆场特大型铁路编
组站设立的内陆保税国际物流枢
纽园区，是中欧班列（渝新欧）与
陆海新通道源发地和起始站，重
庆铁路口岸、整车口岸、医药口岸
及铁路保税物流中心所在地。

山东港口牵手重庆共建陆海物流新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