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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召开，重庆海事局“碧水
朝天·杨阳工作室”负责人杨阳因在船舶污
染防治方面贡献突出，被重庆市委、市政府
授予“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称号。“这是重庆
海 事 局 近 20 年 来 创 先 争 优 工 作 的 重 大 突
破，也是几代海事人在船舶污染防治方面接
续奋斗的结果。”重庆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
司太生高兴地说。

“让航行更安全，让水域更清洁”是重庆
海事局一以贯之的使命，随着“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理念提出，重庆海事局更加主
动地把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己任，
在船舶污染防治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在全
国率先提出船舶污染物“零排放”理念，并形
成了船舶水污染物“零排放”、大气污染“零
产生”、噪音污染“零打扰”的重庆“零排”方
案。该方案推广后，船舶污染治理取得显著
成效，为长江再现“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
壮丽景象奠定了坚实基础。

嘡跟出船舶“零排”新路径 奏响绿色航运最强音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通讯员 易鹏飞

“之前海内码头由于转岸管径偏小、泵
功率不足，导致生活污水转岸速度慢，效
率低，而我们到别的港口交付生活污水需
要按 50 元 /立方米缴纳费用，现在海内码
头技改完成后，实现了生活污水全接收、
全转运，每艘次船舶为企业减少 3000 余元
成本支出。”今年 9 月，在重庆忠县海事处
的积极推动下，海内旅游码头完成防污体
系提档升级改造工作，大美长江三峡游轮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此高兴不已。

今年以来，重庆海事局针对旅游客船
不能有效实现“零排”进行了集中攻关。

“我们一方面精心指导客船公司根据舱容
大小、接收能力、日产主量、航行距离等因
素，根据‘一船一策’原则为旅游客船量身
定制生活污水交付计划；另一方面联合行
业管理部门，督导旅游码头全面建设污染
物固定接收设施，打通转岸渠道，降低收
费标准。”尹子卉介绍，截至今年 6月，辖区
33艘旅游客船全部实施“零排”改造，10座
旅游码头完善建设。

推动旅游客船实现“零排”只是重庆海事
局破解船舶港口污染防治问题的一个缩影。
截至今年 6月，重庆籍船舶（含省际旅游客
船、港内作业船舶）全部实现水污染物“零排
放”，到港船舶“零排放”实施率达 90%。

根据统计，2021 年至今，长江重庆段
累计接收各类船舶水污染物 16 万余吨，同
比增加 201%；使用岸电 640 万度，同比增
加 27%，在全国内河持续领先；减排悬浮物
等 2000 余吨、氮氧化物等 3000余吨。

船舶实施“零排”方案节约了相关设备
运行、改造、保养及检测费用，减少了船员
操作培训费用，降低了靠港能耗成本，具
有较大的经济效益。据统计，重庆市登记
营运船舶 2389艘年均节省燃油消耗 3万余
吨，节省费用近 1.8 亿元，而“零排”交付和
使用岸电成本不足 4 千万元，综合节约防
污费用超过 75%。

与此同时，重庆海事局辖区船舶防污
类违法行为近 5 年来首次下降，污染物处
置未遵守操作规程违法行为同比减少
79.4%，偷排、漏排、超排同比减少 69.5%。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的出台，开启了长江大保护新征程，这
也要求船舶污染治理由治标向治本、分散
治理向系统治理跨越。”重庆海事局副局长
胡远胜表示，接下来，重庆海事局将探索建
立“零排”方案“重庆标准”，进一步规范船
舶防污设备改造，争取将“零排”内容纳入
内河专项法规以及船检技术规范，推动实
现全流域统一标准 ;同时主动作为，全力推
进“船—港—城”体系建设，实现港口接收
能力全覆盖；继续推进实施合理的污染物
收费机制，竭力保障长江航运绿色发展。

从“达标排放”到“零排放”，面对
全新的监管环境，海事部门如何推进
这一新的监管模式落地生根？

“实施伊始，我们围绕污水‘零排’
管理要求，探索建立了 9 个‘一’工作
举措，让“零排”方案有章可循。”尹子
卉介绍，这其中包括编制一本“零排”
现场执法指南，打造一个“碧水朝天·
杨阳工作室”，打造重庆主城港区船
舶污染防治“核心管制区”等一批示
范项目……

在推广“零排”方案的实践中，重
庆海事局还不断深挖这一方案内涵，
即基于“零污染”治理目标，不仅推动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等船
舶水污染物实现“船上贮存，转岸处
理”的“零排放”治理模式，同时实施
靠港船舶大气污染“零产生”治理，实
施在港船舶噪音污染“零产生”治理。

“我们将‘零排’治理目标向天
空、向陆地延伸，不断完善‘零排’方
案。”杨阳说。具体如何实现？她介
绍道，在向天空延伸方面，重庆海事
局 持 续 实 施 船 舶 燃 油 质 量 和 尾 气

“两管控”举措，开展船舶和码头受
电设施改造“两督促”工作，目前年
均 开 展 燃 油 质 量 检 测 超 过 1100 艘

次，完成受电设施改造的船舶全年
使用岸电 600 余万度，减排大气污染
物 6000 余吨；在向陆地延伸方面，则
要求船舶采取控噪、降噪、限噪、禁
噪举措，逐步实现船舶在港停泊零
鸣笛、水上施工超时零作业、水上娱
乐零投诉，还社会和市民一个更宁
静的水上环境。

为了有效达到防污治污目标，
“碧水朝天·杨阳工作室”也不断创新
监管手段，从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理器
达标排放阀门和应急旁通直排阀门
实施“双铅封”到“双盲断”，彻底切断
了 船 舶 水 污 染 物 非 法 排 放 管 系 旁
路。截至 9 月 30 日，“双盲断”改造工
作已在重庆辖区全面展开，1826 艘运
输船舶完成“双盲断”改造，改造率达
到 88%。

除了深挖“零排”方案内涵，重庆
海事局还不断拓展其外延，汇聚防污
治污的社会合力：

——推动联合治污。据了解，重
庆海事局已会同重庆市级相关部门
联合发布《重庆港口和船舶污染物接
收、转运及处置建设方案》《关于进一
步加强船舶和港口水污染防治的通
告》等“船—港—城”共管文件，搭建

船岸共管体系；同时积极促成由重庆
市长江办统筹协调，各部门联动，航
运企业与码头单位配合的“共管分
治”新格局。

——推动依法治污。促成重庆市
人大修订了《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
例》，在全国率先将“推进船舶污水收
集上岸集中处置”“禁止直接向水体
排放未经处理的含油污水、生活污
水”纳入地方法规，为船舶污染物综
合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

——推动科技治污。重庆海事局
推动“船上储存、交岸处置”体系建设
项目纳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建设投资三年滚动计划项目”，
通过引导企业投入与保障重点领域
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在安装智能接收
设备、监测系统等方面加大资金投
入；设计研发了“重庆零排放动态管
理系统”，试点运行“碧水船舶污染物
管理系统”，实现船舶水污染物自动
报警，打通了接收、转运、处置监管信
息壁垒；高效应用“长江经济带船舶
水 污 染 物 联 合 监 管 与 信 息 服 务 系
统”，2898 艘“零排放”船舶标识逐渐
完善，基本实现船舶污染物来源可
溯、去向可寻、动态可查。

“‘零排’方案的诞生，是环境保护的需要，更是
绿色航运发展的必然。”杨阳说。重庆海事局管辖的
长江干线重庆段通航里程占长江干线总里程的四分
之一，覆盖三峡库区核心水域，维系着全国 35%的淡
水资源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3亿多人的饮水安全，水域
生态环境高度敏感。

长江防污形势严峻又紧迫，而环保要求的落地却
非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在落实‘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要求之初，我们紧盯‘船舶污染物达标
排放’这一目标，希望通过严格的防污监管，促使船
舶污水通过船上配备的污染物处置装置实现达标排
放。”重庆海事局危防处处长尹子卉介绍。

尽管推动 2000 余艘船舶全面升级了生活污水处
置装置，持续开展船舶污水偷排、防污设备闲置等突
出违法问题的专项整治，通过船员考试、培训、履职
检查等方式全面提高了行业者的生态环保意识，但
船舶防污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处置装置运行成本高、达标可控性低、对船员操作技
能要求高等现实问题，倒逼我们继续探索一种更为
行之有效的船舶污染防治方法。”尹子卉说。

2019 年底，重庆海事局组成 4 个船舶防污攻坚专
班，选取辖区 6 个重要港口、111 艘船舶、127 家港航
单位驻点调研。经过深入调研，重庆海事执法人员
发现，辖区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能力已总体满足船舶
交付需求，船舶临时存储设备也已基本改造完成，而
船公司、船员和基层海事执法人员均更倾向于将船
舶污染物交付给岸上的专业机构处理。

一面是紧迫的防污形势，一面是清晰的调查结
果，重庆海事局当机立断，决定破旧立新，2020 年初，
适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船舶水污染物“船上贮存，转
岸处理”的“零排放”治理模式，推进船舶将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含油污水等水污染物全部储存在船
上，在船舶锚泊或者靠港后再交付上岸处理。

严监管严监管严监管 促达标促达标促达标

“零排放”终是题中之义

挖内涵挖内涵挖内涵 拓外延拓外延拓外延 建立船舶污染物“零排”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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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方案
实施以来成效显著

重庆海事局执法人员在污染物接收船接收现场进行检查。重庆海事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