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5 日 ，伴 随 着 悠 长 的 汽 笛 声 ，四 川 省 首 艘
LNG（液 化 天 然 气）—— 柴 油 双 燃 料 干 货 船“ 吉 祥
2022”从泸州江运船厂缓缓驶出，标志着四川在大型
干货船建造领域正式迈入“双燃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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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大连海事局主动作
为，提供“上门办”信息采集服务，
临时开设 2 个受理窗口，集中为当
地院校 190 余名学员提供信息采
集，保障了学员顺利参加培训考试
和院校培训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在营口地区，营口海事局推动
辖区本港船员培训校企合作，进一
步优化辖区船员队伍建设，破解水
上安全监管难题。推进“互联网+”
新政务，探索实施了最低安全配员
无纸化申办工作；开展“送法上门”
服务，深入企业宣贯船员管理法
规；组织开展本港船员适任抽考考
试，解决辖区本港船员证书过期再
有效的问题。

灵活应变
异地服务打通考试堵点

“感谢海事部门的帮助，让我
们学校毕业生能如期参加考试，保
障了学生就业。”毕业季来临，大连
海洋大学王老师对辽宁海事人倾
力服务学生保就业的举措表达了
谢意。

据了解，2021 年 1 月是大连海
洋大学 2017 级毕业生参加适任考
试的时间，但因疫情防控影响，这
场决定学生们能否正常入职就业
的关键考试，面临无法如期开展
的境况。辽宁海事局船员考试中

心了解相关情况后，积极与大连市
各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制定考试实
施方案，与学校联合成立了考务、
技术、后勤保障组，对核酸检测、场
地消杀、隔离场地安排、防疫物资
配备等事宜周密部署，最终确保了
考试安全有序完成。辽宁海事局
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周密筹划
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大连海洋大学
师生的高度赞扬与认可。

无独有偶，去年 12 月，受大连
疫情影响，大连地区大量船员考
试积压，考生考试需求迫切。大
连海事局急船员之所急，主动联
系异地考场，在充分做好考察评
估基础上，克服困难，组织五次异
地考试，解决了 231 名考生的考试
需求。大连海事局创新举措，积
极应变，以异地考试方式畅通部
分考试科目因疫情影响无实操场
地可用的“堵点”，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保障了考试质量，获得
了一致好评。

在葫芦岛地区，随着自有考场
设施设备的不断完善，葫芦岛海事
局克服疫情困难，组织开展了计算
机考场启用以来的首次线上船员
适任考试，有效满足了辖区船员报
名后及时参加考试的实际需求，填
补了过去无法及时组织小规模、高
频次远程考试的空白。

据悉，今年以来，辽宁海事局

船员考试中心组织完成船员适任
考试 25 期，人员达 2551 人次。同
时完成 203 人次船员培训师资考
试，积极灵活应变，让船员如期考
试、顺利就业。

聚焦服务
保障船员权益和行业稳定

为维护广大船员权益和行业
稳定，辽宁海事局在船员管理上多
措并举，真诚服务，彰显责任与担
当。

面对疫情下船员换班难题，辽
宁海事局积极协调，印发换班工作
管理文件，规范境内港口船员上下
船操作程序，并在换班流程、风险
评估、防控措施、协调机制等方面
进行全面指导。数据显示，疫情发
生以来，辽宁海事局成功协调了 6
艘换班受阻船舶换员。辽宁海事
局政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海员证审
批效率，将海员证审批时限缩短至
三个工作日；同时，助力企业复产
复工，疫情开始至今，已为近 500
多名船员办理疫情期间一年期海
员证。

与此同时，辽宁海事局统筹资
源、发挥优势，服务船员，建设公益
服务项目，不断增强船员职业认同
感。2021 年 6 月，辽宁海事局船员
考试中心依托“滚金船员管理劳模

创新工作室”联合企业，共同建设
“船员港湾”公益服务项目。项目
包括提供便民服务箱、防疫物资、
应急药箱、自助终端、电脑、书籍、
健身等十余项服务，打造关心、关
爱、尊重船员的温馨驿站。

锦州海事局建立了“金锚港
湾”船员服务站，为渤海大学航海
类学生和社会培训学员解难纾困，
服务站集海事文化展示、政策解
读、教育培训、咨询指导等多功能
于一体，推动建设高素质船员队
伍，为培养高素质航海人才队伍添
砖加瓦，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据了解，近一年来，“船员港
湾”共接待和服务 9535 人次，其中
参加考试船员人数 8458人次、航海
院校教师考试人数 760 人次，服务
港池停泊船舶船员 125 人次、企业
人员 202 人次。“船员港湾”公益服
务不仅实现了既定的工作目标，而
且扩大了公益服务项目社会影响，
为航海从业人员和社会传递正能
量。

辽宁海事局船员处张九新表
示：“我们通过推出具体服务船员的
系列举措，推广船员文化，提升船员
职业的吸引力，形成尊重船员劳动、
关心船员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真
正做好关心、关爱、尊重船员的‘娘
家人’。”

辽宁海事：用心服务“不打烊”当好船员“娘家人”

四川船舶业激活“绿色引擎”
□ 全媒记者 周佳玲 通讯员 彭双 文/图

绿色航运大势所趋

“吉祥 2022”是以液化
天然气和柴油为主动力的
大型干货船，由泸州金吉
祥船务有限公司和重庆力
瑞船舶设计有限公司联合
研发，由泸州江运船舶有
限 公 司 建 造 。 该 船 总 长
109.8 米，型宽 16.26 米，型
深 6.6米，设计吃水 5.88米，
总吨 3898，参考载货量约
8000 吨，含 30 立方米的船
用 LNG 罐体，主要运输磷

矿和玄武石，经营范围为
长江干线及其省际普通货
船运输。

泸州市航务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清洁燃料
船舶集成绿色化、智能化
技术，顺应了时代发展与
需求，不仅能解决江河湖
海 的 排 放 和 环 境 污 染 问
题，也能降低船舶能耗，提
高水运能力，是未来船舶
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能源船舶经济环保新能源船舶经济环保

“‘吉祥 2022’的最大特色就
是拥有一个‘绿色心脏’。”泸州市
航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船舶尾部二楼安装有一个 30 立方
米的船用 LNG罐体。

因以液化天然气和柴油双燃
料作为动力，该船在急流航段逆
水航行时用柴油作为动力，顺水
航行或库区等其他水域用清洁
能源压缩天然气作为动力。

据估算，在燃气模式下，以航
速 15 节航行，“吉祥 2022”续航能

力可达 2000 海里，相当于从云南
水富港到上海的距离，只需加注
一次 LNG即可。

据测算，LNG 作为船舶燃料使
用，相比传统的船舶燃料能减少
近 100%的硫氧化物排放、85%的
氮氧化物排放，20%的温室气体排
放和接近 80%的颗粒物排放。同
时，与纯柴油船舶相比，具有尾气
排放污染物更少、更环保、航行运
行成本更低的优势，对船舶节能
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泸州迎绿色船舶订单潮

为保障“吉祥 2022”全面满足
船检法规相关要求，泸州市航务
管理局严格落实船型标准化建设
工作。“吉祥 2022”于 2022 年 1 月
动工，泸州市航务管理局对船体、
轮机、电气方面开展船舶检验 20
余次，目前该船型已被列为重点
鼓励发展的标准船型。

泸州市航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泸州市已经陆
续接到多家航运企业的“绿色清
洁能源船”建造订单，将再次迎来
泸州造船小高潮。

泸州市是长江上游（含朝天门
以上、含全四川省、云南省、贵州
省）最大的船舶建造基地。除泸
州江运船舶有限公司可以建造

120 米的 LNG 柴油双燃料船以外，
泸州神臂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合江县江海船务有限公司均同样
具备该尺度的绿色清洁能源船的
建造能力。如果 3 家船厂同时开
工，可同时建造 9艘 LNG柴油双燃
料船舶。

泸州市航务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吉祥 2022”的完工投运，
标志着四川省的绿色清洁能源正
式进入船运行业，为四川省建设
成为绿色航运大省迈出了关键性
一步，同时表明四川省船舶建造
行业“大型化”和“绿色化”结合的
技术壁垒实现突破，书写了四川
船舶制造工业和“泸州制造”新的
篇章。

本报讯（全媒记者 鄢琦 通讯
员 包永军）近日，全国小型船舶
检验及其监督管理优化试点评估
集中办公会在镇江交通执法支队
召开，讨论完善小型船舶检验及
其监督管理优化试点工作指南，
为下一步在全国更大范围扩大试
点提供政策保障。

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
优化试点工作是交通运输部主动
回应社会对船舶检验“简捷、便
民、高效”的需求、切实解决检验
领域人民群众关注的“急难愁盼”
问题的创新举措。

自 2021 年 9 月开展试点以来，
全国共开展小船试点检验 8069 艘
次，其中建造检验便利发证 209 艘
次、免于年度检验 2457 艘次、免于
中间检验 124 艘次、免于船底外部
检查 191 艘次、开展集中检验 3256
艘次、实施加强检验 47艘次、开展
替代检验 1785 艘次。全国共有 11
个省市 23 家试点单位参与了试
点，社会总体满意度测评达到 9.68
分，优化了船舶检验资源配置，提

升了检验发证质量和效率，也使
得船东更主动落实安全与环保主
体责任。

江苏是水运大省、造船大省，
也 是 船 检 大 省 ，造 船 量 占 全 国
48%，占世界 20%。近年来全省年
均完成建造检验 2000 余艘次，占
全国总量的 1/4；完成营运检验 4
万余艘次，占全国总量 1/5，两项
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交通综合
执法局作为首批被交通运输部指
定为全国小型船舶检验及其监督
管理优化工作的试点单位，积极
指导全省检验机构开展内河小型
船舶检验试点工作，相继推出了
远程检验、船东自检、替代检验等
检验工作指南，编制了《小型船舶
营运检验自检人员培训和考核大
纲》，并组织了自检人员培训。通
过加强检验质量监督管理、规范
现场检验行为，全省船检业务工
作始终保持稳定有序，小型船舶
的安全技术状况稳定向好，有效
保证了江苏水上交通安全秩序。

全国小型船舶检验及其
监督管理优化试点评估集中办公会

在镇江召开

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珺）近日，《辽宁省氢能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发布（简称《规划》）。
《规划》明确了辽宁省燃料电池船舶的发展、技术创
新、推广应用目标，提出到 2025 年，全省燃料电池船
舶保有量达到 50艘以上，到 2035年形成完备的氢能
产业体系，装备制造迈向高端，氢能产业产值突破
5000亿元，燃料电池船舶保有量达到 1500艘以上。

《规划》提出，近期重点发展内河、内湖和近海
的燃料电池旅游船和公务船舶，推动船用燃料电池
电堆、船用燃料电池系统集成、船用燃料电池监控
装置、船用有机液体制氢装置的研发与制造。远期
重点发展燃料电池港区作业船舶、渔船、客船和游
艇等。推进燃料电池船舶示范应用，发挥辽宁在船
舶制造方面的基础和优势，以近海、内河的旅游船
和公务船为试点，推进燃料电池船舶示范应用，并
推动船用燃料电池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辽宁省沿海
周边景点位置，积极创造条件开通燃料电池旅游船
航线，开展燃料电池海上观光船应用示范；在大连
港、营口港、葫芦岛港附近划定燃料电池智能公务
船示范区，开展燃料电池公务船应用示范。

《规划》明确，依托大连现有氢能技术、人才、政
策、产业、应用基础，积极推动燃料电池汽车、轨道
交通、港口机械、船舶、氢能分布式供电等产业发
展，形成“一廊一湾三园七区”的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格局，着力打造中国氢能产业创新策源地和高端装
备制造基地。其中，将依托金普新区三十里堡船舶
配套基础，重点发展燃料电池旅游船、公务船、港区
作业船、渔船、游艇、客船等船舶及关键零部件。

同时，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积极推动燃料电
池汽车、船舶、机车、分布式电站整机成套装备集成
以及高效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技术创新，重点攻关船
舶用兆瓦级模块化燃料电池系统技术等。

《规划》还提出，建设大连海事大学燃料电池船
舶动力实验室，针对燃料电池动力船舶设计与动力
稳定性等核心共性问题，开展燃料电池动力船舶设
计开发及关键技术，船用燃料电池和储能电池关键
技术、船用氢能技术开发与运用技术研究，着力打
造国内一流的燃料电池船舶动力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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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量 20852085万载重吨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13.8%

新接量 25722572万载重吨万载重吨 同比下降43.1%

完工量 1036610366万载重吨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15.6%

国际市场份额
1—7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

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44.4%、51.1%和

48.1%。

造船省市分布
前五家省市分别为江苏、上海、辽宁、山东和浙

江，造船完工量合计占比92.0%。

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船舶出口

1—7月，我国船舶出口金额117117..77 亿美元，同比

下降99..44%%。
出口船舶占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

量的比重为8686..11%%、9191..77%%和8888..99%%。

（数据来源：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船舶检验中的“吉祥2022”。

“吉祥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