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3 日，江苏省苏州太仓港
码头，一批汽车即将出口发往欧洲市
场。截至 11 月 22 日，江苏省苏州太
仓港今年汽车整车吞吐量突破 30 万
辆，达 305822 辆，其中商品车整车出
口 116024 辆，汽车出口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 计海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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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中远海运集团推进甲
醇、氨、电等清洁燃料船队建设，促
进运输工具绿色转型。建造 12 艘
2.4 万 TEU 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这
些世界最大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
船几乎消除硫化物排放、氮氧化合
物 排 放 减 少 50% ，此 外 还 建 造
700TEU级内河全电池动力零碳排放
集装箱船的建造，全面践行绿色智
慧理念之路。

安全与合作
携手推进全球海事治理

围绕绿色、智慧、韧性的全球航
运业新发展和需求，由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承办的“安全与合作”论坛，
聚焦航运发展面临的形势和要求，
广泛凝聚智慧与力量，深入探析行
业热点、研讨海事政策、分享经验成
果，促进航运安全合作与交流，携手
推进全球海事治理，助力全球航运
高质量发展。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部海事
局局长李国平表示，要坚持凝聚共
识，深刻把握航运发展面临的形势
和要求，坚持开放合作，打造多方
聚力、共促共进的航运转型发展格
局，坚持全面履职，以海事高质量
发展为航运业转型发展提供坚强
保障。

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国际海
事组织海事亲善大使徐祖远在主旨
演讲中倡议，在共探航运安全发展
未来之路的过程中，一是要科学认
识、合理利用，关注航运与环境的互
动发展，面对保护海洋环境、减缓气
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责无旁贷。二
是主动适应、着力保护，实现从单方
面海洋污染防治向水空一体化全方
位环保法规体系的转变，推动航运
走向绿色、低碳、智能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三是凝聚共识、携手共塑，顺
应发展新趋势，切实维护和保障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上海海事局局长谢群威认为，

航运绿色低碳智能是加快建设交通
强国的重要发力点，是下一轮产业
发展主导权争夺的主战场，也是推
动海事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源。
推动航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是一项
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上海海事
局愿与业内同仁一起，携手奋楫，守
正创新、加快构建水上交通安全治
理新格局，以更优的治理、更好的服
务、更高的效率，为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和航运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

在专题论坛上，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发布船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
理最新政策。为贯彻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愿景，有效实施 IMO 国
际航运碳强度规则，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持续开展我国国际航行船舶能
效管理技术和营运措施研究，深入
探讨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短、中、长期

措施。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船
舶能耗数据和碳强度管理办法》，系
统全面地规定了船舶能耗数据和碳
强度管理的要求，为航运绿色低碳
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专业绿色智慧
展望新时代救助打捞

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能力是推动
全球航运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聚焦
新时代救助打捞行业发展、加强海
上专业救捞能力、提升应急支持保
障能力、促进国际救捞交流合作、
服务全球航运业发展等内容，“救
助与打捞”论坛以“共建专业绿色
智慧救捞，助力全球航运业新发
展”为主题，从不同维度交流分享
海上安全保障创新思路和经验成
果。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兼水运局
局长李天碧表示，中国救捞将认真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持创新驱动使命引
领，加快建设全方位覆盖、处置高效
的现代化专业救捞体系，当好中国
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中国救捞愿与
各国救捞界加强沟通，深入交流，广
泛合作，共同推动海上救助打捞事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共促绿色智
慧韧性的全球航运新发展保驾护
航，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局长王
雷介绍，中国救捞发展 70 多年来，
伴随着我国航运业的蓬勃发展而不
断发展壮大。目前，中国救捞已初
步建成了全方位覆盖、高海况运行、
配置科学、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

“三位一体”海空立体救捞网络，整
体发展水平和综合能力已居世界前
列。

自成立至今（截至 2022 年 10 月

底），共救助遇险人员 84365 名（其
中外籍人员 12942 人），成功救助遇
险船舶 5487 艘（其 中 外 籍 船 舶 969
艘），打捞沉船 1835 艘（其中外籍沉
船 100 艘），直接获救财产总价值约
1530.4 亿元，执行了马航“MH370”
失事客机搜寻、“桑吉”轮碰撞燃爆
事故应急处置、韩国”世越”号沉船
打捞以及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世博
会、进博会、花博会海（水）上应急
保障等一系列重特大救捞和保障
任务。

本次论坛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
我国救捞行业领域的最新发展成
就，首次发布了中国首艘无艏楼 8
万吨级半潜打捞工程船“华瑞龙”号
建成、中国救捞具备船载直升机应
急救援能力两项重大成果。

变局之中，航运业发展面临新
形势新挑战。围绕“共促绿色、智
慧、韧性的全球航运业新发展”，全
球智慧在论坛上碰撞，将为行业发
展带来更多回响和启迪。

11 月 22 日，在浙北高等级航道
网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嘉兴
港区段一标段）中山大桥项目现场，
一艘货轮从桥下缓缓驶过，桥上工
人们正在进行面漆涂装作业。

据悉，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
箱运输通道项目是完善浙江省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一项重点工程。据
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是在现有高等级航道网
的基础上，改造局部低于三级标准的
航段，通过桥梁改造，让三层集装箱
船能顺畅通行，提升浙北内河集装箱
集疏运能力，从而推动以内河集装箱
为代表的现代水运转型发展。

其中嘉兴段涉及杭平申线、东
宗线、乍嘉苏线、杭申线等 4 条干线
航道。嘉兴段建设内容为改造乍嘉
苏线乍浦塘段航道 9.5 公里及杭平
申线沟通黄姑塘南侧叉口，按内河
限制性三级标准实施，包括护岸工
程约 14.3 公里，土方工程约 129.6 万

立方米，经归并后改建桥梁 21 座，
其中新建桥梁 17 座（包括 6 座新建
桥梁由地方政府拼盘建设）、顶升改
建桥梁 4 座（包括 1 座顶升桥梁由地
方政府拼盘建设），新建乍浦服务区
一处，以及航标、绿化景观、信息化
等配套工程，初设概算总投资 64.5
亿元。

浙北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
通道建设工程（嘉兴港区段一标段）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中山大桥、雅山
大桥、乍嘉苏航道港区段航道改造
及老桥拆除等。其中，中山大桥项
目于去年 8 月 8 日正式开工，10 月
20日打下第一根桩。“我们项目的进
度比预定工期整整提前了 2 个月。”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副
总工胡海东告诉记者。

今年该项目在建设中遭遇了疫
情和高温的考验，之所以能够提前
完成施工计划，得益于项目部细化
施工方案，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为了减少对下游企业、码头货
运的影响，中山大桥在施工中还要
保障通航功能。项目采取间歇性施
工的方式，白天封航，晚上通航。与
此同时，在施工中利用原来的老桥
墩，不仅节省成本，还节约了施工时
间。

对于存在安全风险的施工环
节，项目部召开安全保障方案专评
会，经专家论证、布置安全设施后再
开展施工。

“我们在焊接的时候，每个焊接
点配备两名人员，一名是焊接人员，
一名是瞭望人员，发现装有危化品
的船只过往就要停止施工。”胡海东
说。

今年夏季高温期，中山大桥工
程正进入桥面钢结构焊接、安装阶
段。20 多名焊接工分布在桥面的各
个焊接点位，不仅要通过升降机进
行高空焊接作业，还要钻进密封的
钢结构横梁内部进行焊接。

横梁内部气温非常高，能达到
六七十摄氏度。为了保证工程进度
和作业人员安全，项目方采取了“避
中间、抓两头”的工作方式，调整作
息时间，错开中午高温时段，并做好
后勤保障服务，为工人们发放空调
服、防护服、防护鞋及手套，并准备
了防暑降温食品、药品。

“中山大桥项目快速推进，预计
今年年底就能建成通车。”嘉兴市交
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个项目
十分重要，该项目完工后，嘉兴港区
段二标段才能开工建设。”

记者了解到，截至 10月底，浙北
高等级航道网集装箱运输通道项目
嘉兴段累计完成投资 23.6 亿元，为
总投资的 37%。该项目建成后，将
改善嘉兴地区内河集装箱通航条
件、提升集疏运能力，对嘉兴进一步
发挥独特的海河联运区位优势、打
造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有重大
意义。

□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员 洪思思

决战浙北高等级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
本报讯（全媒记者 周佳玲）日前，四川

省印发《四川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简称《规划》），目标到 2030
年，四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建成黄河上游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草原退化沙化和湿地退化萎
缩现象持续好转，水源涵养和补给能力显
著增强，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规划》提出十大重点任务，即加强水
源涵养能力建设、筑牢水安全防线、强化环
境污染治理、加强防灾减灾应急能力建设、
增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引导人口适度集
聚、发展特色生态产业、保护传承弘扬黄河
文化、补齐民生短板和弱项、推进区域开放
合作。

为增强四川黄河流域的水源涵养能力
建设，《规划》明确要建设若尔盖国家公园、
增强湿地水源补给功能、有效遏制草原退
化沙化、加强森林资源管护、开展冰川冻土
保护和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规划》还提出，将重点推动四川黄河
流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要抓手是
整合利用好四川黄河流域 265 个各类文物
保护单位，统筹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
川阿坝段）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
争创雪山草地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和
建设长征红色旅游走廊，打造黄河上游最
美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国际知名生
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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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记者 吴笛 通
讯员 谭亮 吕青）“‘鄂宜昌货XX
’轮，你已超过吃水标准，请到关
洲尾过驳基地进行减载。”随着船
舶超吃水报警弹窗的闪烁，日前，
长江三峡河段船舶监管智慧预警
平台正式运行启用。这是长江通
信管理局自 2019 年入选交通强
国试点单位以来，在典型水域探
索搭建“北斗+”船岸物联通道的
又一次成功实践。

据悉，自长江三峡河段船舶
监管智慧预警平台运行以来，
长江通信管理局技术团队紧盯
长江大保护和交通强国战略实
施，首创运用 AIS 信号数据与已

铅封船舶数据进行智能对比筛
选，在江图上予以“着色法”进
行色差显示，并将精准定位展
示到电子江图上，用数据配合
海事部门重点对未实施“零排
放 ”船 舶 进 行 防 污 染 专 项 检
查。今年汛期，长江干线出现
了历史罕见的“汛期反枯”现
象，为防止船舶搁浅事故发生，
长江通信管理局技术团队合力
攻关，仅用 10 天研发出“吃水管
控”功能模块搭建在智慧预警
平台，海事执法人员能够直观
掌握进出三峡—葛洲坝船闸水
域船舶的吃水状况，实现精准
判断，精确提醒。

长江三峡河段船舶监管
智慧预警平台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孙同非 宋
亮）近期，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内
河 中 心 立 足 内 河 水 运 专 业 领
域，以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工程技
术和建设管理优势，采取“五项
措施”，加快推进小清河复航进
度，助力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
建设再上新台阶。

一是管理创新赋能效率提
升，在借鉴京杭运河船闸的建
设经验基础上，融合新工艺新
技术编写了《工程建设管理制
度》等系列指导文件，对工程

“全建设周期”“各工程类型”梳
理 成 型 ，大 大 提 升 了 建 设 效
率。二是技术创新提升工程品
质，成立了“创新工作室”，完成
多项技术审定，协助参建企业
完成“护坡试验”“基坑降水”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等多个技
术攻关。三是严字当头监管工
程质量，制定了《小清河复航工

程质量安全综合巡查工作指导
意见》，成立工作专班，对设计
变更规范流程进行联合审定，
对 重 大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专 题 检
查。四是精准施策破解施工难
题，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排
查出影响工程进度的 17 项难点
堵点工作任务，形成了“复航工
程控制性节点任务分解表”，全
力推动工程进度，确保工程管理
取得实效。五是靠前服务为复
航工程保驾护航，持续擦亮“内
河工匠”党建品牌，开展“服务在
现场”活动，主要技术骨干派驻
工地，把问题解决在施工一线；
组织举办“内河水运大讲堂”，把

“讲堂搬进一线工地”，服务“面
对面”，助力企业解难题等。

目前，小清河复航工程累计
完成投资超过 126 亿元，总投资
计划已完成超过 93%，2022年底
前博兴港以下段航道将实现试
通航。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 张

植 凡 通 讯 员 钟 坚 东）11 月 21
日，北部湾港集团与上港集团
围绕航线协同、信息化及智慧
港口建设、人员交流等多个领
域开展战略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签署了《战略框架合作协
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北部湾
港集团与上港集团将充分发挥
各自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促进
联动发展，不断加强信息化合
作，建设智慧港口；共同研究开
发邮轮母港航线，推动邮轮产业
合作；优化航线布局，实现协同
发展；深度融入供应链，提升物

流服务能力；加强人员交流学
习，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港
口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支持现代
海洋产业培育和向海经济发展，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提
供港口方案、打造港口样板、贡
献港口力量。

北部湾港集团与上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 讯 员 王 益 娴）据温州港集团
生产快报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
21 日，温州港集团今年已累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 4068.1 万吨，同比
增长 18.2%，提前 40 天超去年总
量；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4.1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5.4%。

今年，温州港集团在集装箱
业务方面全力落实陆改水、内转
外工作，进一步优化集装箱航线
布局，成功开辟海丰俄罗斯航

线、东南亚航线及韩国航线 3 条
近 洋 新 航 线 ；开 通“ 温 州 — 乍
浦”区间航线、“乐清湾—天津”
等内贸航线，延伸了温州港航线
服务半径，并扎实推进内支线精
品航班建设，创下单周“出重”
4706 标准箱的纪录。同时，该公
司持续推动集装箱多式联运业
务发展，海铁联运班列成功联通
东南亚快速航线以及温甬内支
线，实现“一周三班”常态化运
作。

散杂货方面，温州港集团多
途径拓展自身业务，在稳定煤
炭、矿建材料等优势货源的基础
上，推进渣土外运、石子过驳等
业务，着手培育钢材、小麦、石灰
石等新货源，进一步充实了温州
地区外贸进口货源种类。该公
司依托浙江海洋港口一体化经
营优势，持续优化煤炭、铁矿石
等货源运输网络，承揽更多外贸
散货业务落地温州港，为外贸散
杂货吞吐量稳步提升提供保障。

温州港集团今年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8.2%

山东加快推进小清河复航

新闻速递

聚焦航运新发展 逐梦深蓝谱新篇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有哲）11 月 22 日，新建福州
港口后方铁路通道（简 称

“ 福 州 港 后 铁 路 ”）开工建
设，该项目总投资 84.7 亿元
人 民 币 ，项 目 工 期 54 个
月。项目通车后，将使福建
省沿海罗源、可门港接入国
家铁路网，货运能力由之前
的 500 万吨提升至 3000 万
吨，成为福州现代物流城的

“生命线”，进一步夯实福州
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门户的重要地位。

福州港后铁路项目是
福建省“十四五”轨道交通
重点项目，为新建Ⅱ级铁路
（货运），全长 72 公里，设计
时速 100km。线路西起杜坞
站，连通向莆、峰福铁路，东
接福州枢纽樟林站连通福
厦高铁，向东北接入透堡站
连接温福铁路，途经闽侯
县、晋安区、连江县，全线设
车站 4 座，分别为改建既有
杜坞站、樟林站和透堡站。

福州港后铁路项目将
新建福州物流城站及物流
基地，规划用地 2500 亩，规

划建设集装箱兼笨重作业区、小汽
车装卸仓储区、电商快运区、冷链物
流区、物流仓储配送区和现代物流
服务区六大功能区，建成铁路一级
物流基地，服务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全国前列。

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创新性地承接了
高铁的货运功能，将进一步提升福州
铁路枢纽“强链增效”，成为一条真正
意义上的“海铁联动、立体互联”的

“钢铁丝绸之路”，助推实现福州枢纽
“客内货外”，改善福州客运铁路环
境，更好适应城市总体规划，为创建
国家中心城市增添持续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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