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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2022 年，非凡四十年。
潮涌东南，江海澎湃，激扬着福州
航标人的奋斗精神，奔腾着福州
航标人的奋斗故事。

奋楫四十年，他们大力开展航
标建设、科学优化航标配布，持续
提升航标效能，让航保服务“跑步
前行”；他们变革创新发展模式和
路径，进一步提高航海保障服务
效率，为闽江黄金水道畅通、沿海
经济增长和福建省港航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动力、筑牢支撑；他们
胸怀“国之大者”，在巨轮大港、江
河湖海，用赤子之心保障辖区水

上运输安全畅通、便捷高效，用饱
满热诚倾情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在奋力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
锋征程上奏响雄壮乐章……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四十年磨一
剑，福州航标处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时代浪潮
的洗礼中踔厉奋发，激荡澎湃动
能，与家国同心，与时代同行。

聚焦航保主业
铸就发展引擎

福州航标处犹如春之幼苗，在
改革开放雨露的滋润下，自身体
量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发展，航保
足迹逐渐走向深蓝。

“1982 年建制之时，福州航标
处维护管理的航标数量仅有 60 余

座。”福州航标处处长陈明忠回忆
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说。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东风，如今福州航标处
维护管理航标总数已突破 1000
座，航海保障实现了从原来以沿
海干线为主到如今深水港、全海
域服务的跨越。

40年来，他们着力提升服务能
力和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强能力、
更认真的态度，服务地方发展。

2020年 4月 15日，福州航标处
完成福州港福清湾深水航道二期
工程涉及的 25 座航标调整作业，
航道等级由原来 10 万吨级提升至
15 万吨级，助力福州港松下港区
迈入大船大港时代。

这是该处积极践行建设交通
强国、“海丝”核心区等国家战略，
用实际行动谱写发展新征程的一
个缩影。（下转第 6 版）

透视热热点点
11 月 21 日零时 40 分，随着古

船桅杆缓缓露出水面，长江口二
号古船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这
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
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数量
巨大的木质帆船，对我国水下考
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作
业的主要负责单位，交通运输部
上海打捞局大胆创新，采用世界
首创“弧形梁”技术，综合运用多
种先进技术手段，实现古船“非接
触性”快速打捞，确保古船遗址的
原生性、整体性和完整性，以科技
打捞保护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助力上海航运中心建设。

周密论证
严控古船打捞方案

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发现，印证
了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
市，更是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
世界贸易和航运中心的珍贵历史

见证。
早在 2014年，上海打捞局便与

上海市文旅局密切配合，进行长江
口二号古船水下调查、发现和保护
工作。近年来，古船所在区域水流
加快，经过数次探摸发现古船露出
逐渐增多，为避免环境变化对古船
造成进一步破坏，对古船进行抢救
性保护势在必行。

在长江口特有的水文泥质条
件下，保持古船原姿态，不破坏脆

弱的船体，同时将周边海水和淤泥
一起打捞，其作业难度是前所未有
的。以古船打捞的原生性、完整性
和安全性为目标，上海打捞局为古
船的整体迁移制定了一套集成当
前最先进的打捞工艺、技术路线、
设备制造于一体的施工方案，通过
世界首创的弧形梁打捞技术，以及
运用液压同步提升技术和综合监
控系统，为古船“搬新家”保驾护
航。 （下转第 5 版）

科技打捞出击 古船“重见天日”
□ 全媒记者 黄玲 苏钰杰 通讯员 杨文

图为打捞现场。上海打捞局供图

风雨兼程四十载 勇立潮头写辉煌
——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福州航标处高质量发展回眸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通讯员 李伟民

本 报 讯（全 媒
记者 魏鋆依 实习
生 任 睿 蓉）11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务院国资
委联合印发《关于
巩固回升向好趋势
加力振作工业经济
的通知》（简称《通
知》），从多措并举
夯实工业经济回稳
基础、分业施策强
化重点产业稳定发
展、分区施策促进
各地区工业经济协
同发展、分企施策
持 续 提 升 企 业 活
力、保障措施等五
方 面 提 出 了 17 项
具体举措。

在深挖市场潜
能 扩 大 消 费 需 求
上，《通知》明确，
进一步扩大汽车消
费，落实好 2.0 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阶
段性减半征收购置
税、新能源汽车免
征购置税延续等优
惠政策，启动公共
领域车辆全面电动
化城市试点。加快
邮轮游艇大众化发
展，推动内河船舶
绿色智能升级等。

在稳定工业产
品出口上，《通知》
提出，确保外贸产
业链稳定，指导各
地建立重点外贸企
业服务保障制度，
及时解决外贸企业
的困难问题，在生
产、物流、用工等方
面予以保障。提升
港口集疏运和境内
运输效率，确保进
出 口 货 物 快 转 快
运。落实好稳外贸

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出口信用保险
支持力度，抓实抓好外贸信贷投放。
加快推动通过中欧班列运输新能源
汽车和动力电池，支持跨境电商、海
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发展等。

《通知》要求，抓住当前经济恢复
的重要窗口期，把稳住工业经济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强化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结果导向，压实主体责任，集
聚各方力量，着力扩需求、促循环、
助企业、强动能、稳预期，确保 2022
年四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为 2023
年实现“开门稳”、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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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张亚蓓）近日，
交通运输部、外交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优化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
疫情防控工作部分措施的通知》（简称

《通知》），进一步优化调整国际转国内
航线船舶疫情防控工作部分措施。

《通知》明确，将国际转国内航线船
舶改营前在入境口岸的停泊隔离及改
营后全体船员在船健康监测的时间由

“入境前 7 天停泊隔离 +改营后 3 天健
康监测”调整为“入境前 5 天停泊隔离+
改营后 3 天在船隔离（期间全体船员不
得离船）”。

《通知》提出，调整核酸检测频次要
求。将在入境口岸对拟转入国内航线
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全体船员进行核
酸检测的频次由“7 天 5 检”调整为“自
船舶抵达境内入境口岸后的 5 天内开
展 4 次核酸检测，其中第 1 天由海关对
船员进行核酸检测，第 2、3、5 天由入境
口岸所在地联防联控机制明确的检测
单位对船员进行核酸检测”。将国际航
行船舶办理改营手续后，船舶所属航运
企业继续对全体船员进行健康监测期
间的核酸检测频次由“第 3 天进行 1 次
核酸检测”调整为在船隔离“第 1、3 天
各开展 1次核酸检测”。

其他要求继续按《交通运输部 外
交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国家
移民管理局关于调整国际转国内航线
船舶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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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助力
亚太港口“快进快出”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 讯 员 祁 凯 朱 俐 一）近日，亚
太地区港口国监督谅解备忘录
组织正式宣布，将从 2023 年 1 月
1日起在亚太地区的 21个成员国
和地区实施“临开不查”机制。
据了解，宁波海事局代表中国全
程参与主导并修正亚太地区《港
口国监督检查手册》，成功推行
国际海事领域首个便利船舶运
输的区域性国际规则，将利好全
球经济的复苏和加快畅通全球
物流供应链。

港口国监督（Port State Con⁃
trol），是各国政府依据国际公约
对抵达本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
实施安全检查、消除安全隐患、
维 护 水 上 交 通 安 全 的 重 要 手
段。“临开不查”机制为各国港口

国监督检查官提供了针对临开
船舶检查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从
技术层面有效避免了检查活动
对船舶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宁波
海事系统梳理前期工作成效，创
新建立实施“临开不查”工作机
制，强化航运安全与经济发展

“两手抓”。自推行该机制以来，
待检船舶选择更加精准，对到港
船舶总数的 39%、共计 2636 艘次
临近开航的可检船舶进行了针
对性评估，对符合“临开不查”条
件的 145 艘次船舶实施免检放
行，有效减少船舶滞港时间 352
小时，激活港口装卸货作业生产
力 280 万吨，并大幅为航运企业
节省了运营成本，单滞期费用一
项就节省 9600余万元。

我国首套自主研发
浅水水下生产系统投产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11
月 18 日 ，我 国 首 套 自 主 研 发 浅
水 水 下 生 产 系 统 在 渤 海 锦 州
31-1 气 田 成 功 投 产 ，这 是 我 国
浅 水 海 域 油 气 开 发 模 式 的 又 一
创新。

在浅水海域，全球海上油气
开 发 基 本 采 用 固 定 式 导 管 架 平
台 模 式 ，将 采 油 装 备 建 在 平 台

上，方便操作调节。但渤海海域
航运 、渔业发达 ，为了减少对海
域的占用，中国海油首创将水下
生产系统用于浅海开发，实现了
开发模式的新突破。

目前，锦州 31-1 气田采用无
人化开发模式，能够实现水下开
采的精确控制及智能监控，降低
工程投资和生产运营成本。

钦州港保税燃油供受量翻倍增长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龙 巍 张

植凡 通讯员 曾俊备 蒋瑞卿）11
月 21 日 ，记 者 从 钦 州 海 事 局 获
悉，截至 11 月 20 日，今年以来钦
州港保税燃油供受量达 42731 吨，
同比增长 102%，实现翻倍增长。

保税燃油具有暂时免征收关

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特点 ，有
助 于 降 低 国 际 航 行 船 舶 航 行 成
本，可增加港口对国际航行船舶
挂 靠 的 吸 引 力 。 保 税 燃 料 供 应
服 务 是 国 际 海 事 服 务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是衡量港口国际化水平
和配套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

本报讯（全媒记者 张亚蓓）11月
22 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交通运
输部共同举办、主题为“共促绿色、
智慧、韧性的全球航运业新发展”的
2022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开幕。上
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宣布论坛开幕。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上海市市长
龚正，巴基斯坦海洋事务部部长赛义
德·费萨尔·萨布兹瓦里、荷兰基础
设施和水利大臣马克·哈伯斯、希腊
海运与岛屿政策部部长扬尼斯·普拉
基奥塔基斯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
辞。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交
通运输部党组成员付绪银，国际海事
组织秘书长林基泽，国际民航组织秘
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等出席
主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李小鹏强调，要提升航运业韧
性和智慧绿色发展水平，内提质效、
外保安畅，深化合作、内外联通，为
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保障全球物流

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小鹏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
重视交通运输特别是航运业发展，
去年专门向 2021 北外滩国际航运论
坛致贺信。一年来，全国交通运输
行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
贺信精神，今年 1 至 10 月，全国水路
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和港口货物吞
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均保持增
长，中国在全球港口货物吞吐量和
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分
别占 8 席和 7 席，连续多年成为全球
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为恢复和
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促进
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小鹏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等部署，对提升航运业韧
性和智慧绿色发展水平提出了新要

求。去年 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
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上的主旨讲话、今年 10 月习近平主
席向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
识中心成立致贺信等重要论述，为
促进全球航运业合作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李小鹏倡议，一要共同提升全球
航运供应链韧性，全力保障国际物流
供应链稳定畅通。有效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全球航运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畅通水平。二要共同推
动航运业智慧绿色转型，加快推动航
运业高质量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大
力推进智慧港口、智慧航道、智能船
舶、智慧民航等智慧交通建设和智慧
物流建设，加快推动交通清洁低碳转
型，推广应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
装备，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发
展方式。三要共同打造世界一流航
运中心，加快推动长三角共建辐射全

球的航运枢纽。加快建设长三角世
界级港口群、机场群，全力推进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
浦东综合交通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
支持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海运运
价期货、上海航运交易所上线集装箱
舱位交易平台，共同把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打造成便捷高效、功能完备、开
放融合、绿色智慧、保障有力的世界
一流国际航运中心。四要共同推进
全球交通合作，加快提升“一带一
路”设施互联互通和运输便利化水
平。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制度
规则“软联通”，进一步加强交通运
输政策、技术共享，着力推动口岸通
关运输便利化创新，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

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吴清、郭
芳，交通运输部总师，部机关有关司
局和上海市有关部门，部分企业负
责同志参加论坛。

李小鹏视频出席2022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并致辞

提升航运业韧性和智慧绿色发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