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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行政相对人办完业务后那满
意的笑容，听到他们那声由衷的谢谢，我都
倍感欣慰，也真正体会到了平凡岗位上的不
凡意义。”现任海南海事局政务中心业务科
科长张丹竹说。

2012 年加入海南海事局以来，张丹竹在
多年的政务窗口工作中始终保持一颗平和
包容之心，她把服务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切实为民服务解
难题，赢得了航运企业和船员的广泛赞誉。

刻苦好学
做深学笃用的“排头兵”

海事行政审批工作涉及企业和群众的
切身利益，是服务广大社会的纽带。为精进
业务水平，提供更好地政务服务，张丹竹秉
持着“学习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的理
念，加强业务学习，研读法律规范，不断增强
学习的广度、深度。

“窗口虽小，岗位平凡，却代表着海南海
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张丹竹
说，窗口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身
综合素质，为提供更好的政务服务夯实理论
基础，绝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
望。

在工作中，张丹竹主动收集涉及实际工
作的规范性文件，并分类整理归档，尤其是
与海事工作业务联系紧密的业务知识，她更
是第一时间与其他窗口工作人员共同学习、
共同探讨、深入理解、准确掌握、共同提高。

近年来，她参与修订《海南海事局政务
服务指南》和《海南海事局权责清单》，及时
完善海事履约管理体系有关政务服务文件，起草了《关于贯彻落
实<海事政务办理服务规范>的通知》《关于开展船舶证书文书并
联办理的通知》《海南海事局关于部分海事政务服务事项实施证
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通告》等优化政务服务的规范性文件。

用心用情
做为民服务的“勤务员”

在多年的窗口工作中，张丹竹始终坚持用“五零服务”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贯彻落实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延时办理
服务制、预约办理服务制、一次性告知制等服务机制，关注服务对
象的实际需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宗旨转化到具体工
作中去。

2020 年初，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由于船员知识更新培训、适
任考试暂停，船员换证业务受到极大冲击。“咨询电话从早到晚都
没停过，船员们着急，我们心里更急。”张丹竹说。面对每天不停
地电话咨询，她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尽职尽责，不厌其烦地向船
员解释特殊时期有关任解职、信息采集、远程办证、证书展期、延
期办理、线上培训换证等政策规定，从自身岗位做起，努力维护船
员群体稳定。

在工作中，张丹竹还发现船员操作系统存在船员资历录入困
难的问题。本着为船员提供最便捷准确服务的态度，她积极改进
工作措施，主动编写船员资历维护操作指南。考虑到部分船员知
识水平不高的情况，她细细分解系统操作的具体步骤，确保每一
位船员都可以运用船员管理系统维护资历、申请证书，用实际行
动保障了疫情期间船员换证工作的有序展开。

2022 年 3 月，在获悉一艘境外拍卖船舶有意办理船舶登记后，
张丹竹多次与航运企业进行沟通交流，详细了解该轮在新加坡法
院拍卖的基本情况、拍卖流程、相关文书等。由于此类登记为全
国首例，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为做好该轮的登记工
作，她认真研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通过前往海事法院
开展调研、联系律师事务所调查核实等多种方式，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障碍及法律风险做好预案及对策，在确保整个登记流程顺
利高效的同时，也能够规避存在的风险，切实帮助航运公司解决
了堵点难点问题。

守正创新
做建功自贸的“实干家”

在服务自贸港建设这一重大任务面前，张丹竹践行初心使命，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放管服”改革精神，积极推进政务服务模式改
革创新，体现了海南海事人的责任担当。

一方面，她积极参与海事业务“全省通办”工作，梳理政务事
项模式清单，确定“全省通办”内容和范围、运行模式，统一办理流
程、规范服务标准，推动 55 件政务事项可跨辖区办理，实现“一窗
受理，全省通办”，进一步提升了服务效能。

另一方面，她探索船舶登记“一事通办”和境外船舶移籍“一
事联办”工作机制，将与登记有关的政务事项归并整合，实行一窗
受理、协同审批、全程服务的办理模式。同时，建立跨部门联合审
批工作机制，解决审批流程环节多、材料杂、时限长的问题，进一
步提高船舶注册行政审批效能，两项制度创新分别入选海南自由
贸易港第九批和第十三批制度创新案例，荣获海南省第二届改革
和制度创新三等奖。此外，她还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员管
理制度创新，制定了《承认签证签发工作程序》，推动实现了允许
外籍船员在“中国洋浦港”籍船舶上任职的历史性突破。

2020 年 6 月 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一艘国际航行船舶“中远
海运兴旺”轮落户中国洋浦港，为了做好该轮登记工作，张丹竹提
前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造船厂等多方取得联系，跟进
这艘船舶的建造进度，通过电话、微信、邮箱等多种方式，答疑解
惑，并对各个政务事项的申请材料进行预审，及时告知存在的问
题及补正方式，避免由于材料不齐造成行政相对人来回跑的现象
发生。通过船舶登记“一事通办”的办理模式，协调各个经办部门
和单位同步审查，实现了一次性提交、一次性受理、一次性办结，
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国际船舶登记政策率先落
地。

2021 年 5 月，张丹竹采取线上申请和邮寄纸质材料相结合的
方式，创新性通过全流程“不见面审批”，实现“一次都不用跑”就
完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首艘“中国洋浦港”籍“零关税”进口船舶
登记及相关事项的办理工作，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了所有海事证
书、文书，刷新了全国船舶登记效率，同时积极推进船舶登记“一
事联办”，与商务、海关、交通（港航）、船级社等相关单位统筹协调
报关报检、船舶营运证等相关手续同步办理，进一步提升了船舶
登记的整体效率。

2022 年 3 月，全国首张外籍人员船员证书承认签证率先在海
南颁发，张丹竹主动靠前服务，业务办理提前沟通、具体事项提前
对接、申请资料提前预审，指导企业做好外国籍船员信息采集、船
员证书校核、劳动合同签订等准备工作，考虑到受疫情影响，外籍
船员在国外无法到现场进行信息采集等实际困难，她通过采取远
程视频连线、登录缔约国主管机关网站核实等方式校核船员相关
信息，申请当天即完成了承认签证办理程序，让企业感受到了海
南自由贸易港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

在大连长海县，有一位“老航
标”，他扎根海岛 41 载，以实际行
动践行“越偏越规范，越远越标准”
的职业承诺。

他就是守护海上生命线，点亮
陆岛航线的“航标灯”——北海航
海保障中心大连航标处长海航标
管理站站长臧广海。

41年坚守
陆岛生命航线

大连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
侧黄海北部海域，是全国唯一的海
岛边境县。全县陆域面积 142 平方
公里，海域面积 10324 平方公里，海
岸线长 359 公里。臧广海就是这片
广阔海域上 6 个水道 95 座各类助
航标志的“掌门人”，41年坚守海上
生命航线，为陆岛运输安全和社会
主义新海岛建设保驾护航。

建站初期，由于没有固定办公
场所，只能租用废弃的庙宇办公，
条件极其简陋。大部分航标都设
置在海拔较高的山坡或是陡峭的
礁石上，每次出海作业时所需的器
材和工具全部要靠手提肩扛，劳动
强度大，危险系数高。

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冰。海
岛生活单调、寂寞、枯燥，作为负责
人的臧广海公开表态，自己要在海
岛定居，并动员家属在长海县安家
落户。臧广海常说：“我从一个稚
气未脱的农村青年成长为航标队
伍中的业务骨干，离不开党和国家
的信任和培养，海岛是我的家，航

标就是我的一切，我无怨无悔。”
长海县各岛屿港口及陆岛运

输航线周边，岛屿、浅滩、岬角星罗
棋布。以前，各岛屿之间航线上没
有浮动助航标志，由于岛礁众多，
台筏密布，通航环境复杂，加上航
道无标识、码头少标志、航行凭经
验，海上事故频发，不熟悉该水域
的船舶根本不敢在此航行，当地的
贸易船舶也不敢轻易夜航，成了制
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配合社会主义新海岛建设，
便捷岛内居民出行，提升海岛乡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早在
2007 年，大连航标处就组织实施了
长海水域陆岛运输航线航标配布
调整一、二期工程。在施工过程
中，臧广海坚持带头跟船出海登标
作业，与兄弟单位和同志们一起密
切配合。新设各类助航标志 84座，
其中抛设灯浮标 47 座，新建灯桩
22 座，安装雷达应答器 5 座，完善
了陆岛运输航线标志，使该水域航
路标识基本达到全覆盖，极大程度
地改善了长海水域通航条件，点亮
了长海水域船舶航行的“路灯”，结
束了该水域不能夜航的历史。此
项工程也被当地百姓称之为“妈祖
工程”。

越是偏远
越要把服务做好

熟悉臧广海的人评价他“忠厚
老实”“为人正派”“谦和低调”，这
与他家庭环境的熏陶有关。臧广

海的父母都是军医，这让他一直秉
承着崇德向善、奉献社会的为人做
事之道，优良的家风教育使他拥有
了深厚的内涵修养和见贤思齐、见
不贤而内自省的意识。

在长海航标管理站，他规定所
有干部职工必须按照处里统一要
求规范着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任何人违反规定都要接受处罚。
他常说，“不能因为我们地处偏远
就放松要求，我们代表的不只是个
人，更是我们航保人的形象，越是
偏远越要把服务做好，让组织放
心，让人民满意。”

坚持把工作做在前面，把功夫
下在平时，让服务胜在细节，是臧
广海一直以来的工作准则。面对
航标布设范围广、数量大、人员少
的实际，每次出海巡检或应急抢修
前，他都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消
除安全隐患，遇特殊情况与大家反
复讨论，力求将风险降到最低。

为确保水上交通形势持续稳
定，长海航标管理站实行 24小时值
守制度，全年无休。每逢节假日，
臧广海总会主动放弃休息，坚持在
岗值班，只要有异常情况，他都会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解决
问题，用实际行动践行“越偏越规
范，越远越标准”的工作理念。

2018 年 8 月，大连地区迎来史
上强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罕见
高温天气。受到极端天气影响，长
海海域广鹿山灯桩的助航灯器出
现故障。情况刻不容缓，臧广海立
即联系船舶，并组织人员前往灯桩
进行抢修。广鹿山灯桩地理位置
偏远，需要先乘船 1 个小时，再步
行 1小时山路才能到达灯桩。上山
的道路陡险，海岛高温湿热，还要
携带工具和备用灯器，没走几步衣
服就已经被汗水打透，到达山顶时
大家早已筋疲力尽。但臧广海和
同事们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投入
抢修工作，及时恢复了灯桩正常效
能，保证了暑运期间辖区海域船舶
航行安全和陆岛运输畅通。

让航标灯照亮
每一个渔村每一个渔港

为了扩大航标影响，实现“辖
区航标亮起来、通航秩序好起来”
的目标，臧广海和同事们一刻都不
放松，主动与交通口岸、海事、渔业
和港航企业沟通。近年来，航标站
与各辖区各单位和港航企业建立
了航标工作情况信息联系机制，共
享信息资源和研究成果，与海岛居
民、港航单位和企业建立了航标动
态信息反馈机制，遇有航标失常情
况能够得到及时报告，提高了应急
反应能力，实现整体航标安全管理
水平的提升。

东北地区首座跨海大桥——长
山大桥，于 2014 年建成通车。大桥
横跨长山东水道，连接大、小长山
岛，全长 3.38 公里，有效整合了长
海县 50%的陆域面积，使全县 70%
的人口可以共享功能性基础设施
建设成果，同时也为长山群岛的旅
游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专业、可靠的桥涵标志是保障
过往船舶安全通行的重要助航配
套设施，在长山大桥航标配套工程
建设过程中，臧广海和同事们按照
上级的桥梁助航标志设计方案，提
前谋划，积极协调施工、监理等单
位，顺利完成 22 座航标安装、效能
验收等工作。从桥涵标志的设计、
论证和施工，乃至巡检、维护和抢
修，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长山大桥
航标配套工程不仅为过往船舶和
桥梁本身保驾护航，也为大、小长
山岛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了坚实保障，得到了长海县政府及
港航单位的广泛赞誉。

2020 年，大连航标处再次投入
资金，对长山大桥的 22座配套助航
标志的控制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借
此实现对桥梁标志遥测遥控的目
标。

“要让航标灯照亮每一个渔
村、每一个渔港，确保居民通行便
捷安全、物资运输快捷高效。”臧广
海说。

41 载春华秋实、41 载峥嵘岁
月，臧广海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
了海岛，献给了航标事业。“越偏越
规范，越远越标准”，他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诠释着一个基层站长的航
标情怀，演绎着航标人平淡而不平
凡的人生。

在奔腾的港口铁路大动脉上，
有这么一群人，为了保障铁路运行
安全，他们安装、调试、维护铁路信
号系统，保障铁路安全运行。他们
具备相应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实操
技能，被称为行业里的“特种兵”。

秦港股份铁运公司（简称“铁
运公司”）电务段东五场信号维修
班信号工李欣琦就是“特种兵”中
的一员，他怀揣梦想、勇于挑战，以
不懈的拼搏将青春梦想化作一次
次超越自我的实际行动。

全情投入 收获成长

李欣琦 1994 年出生于长白山
脚下的吉林延边，2015 年从辽宁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铁道通信信号专
业毕业后入职铁运公司。

李欣琦说自己很幸运，有师傅
手把手带上路、有同事热心帮助、
有领导关心信任，更遇上了三次大
型改造的好机遇。回想刚参加工
作时，李欣琦跟着师傅每天检修保
养铁路信号设备，干的是巡检、擦
拭、涂油、钉跳线等最基本的活。

“那时心里不太高兴，觉得与自己
所学专业对接不上，有力气没处
使。”回想那段经历，李欣琦觉得那
时的自己太幼稚。

直到 2016 年，西港区 3 号楼设
备改造。一天晚上十点钟，李欣琦
接到电话，铺设线路发生送电故
障，可李欣琦查找了一个多小时一
无所获，最终是同事发现一个垫片
和一个绝缘套管压在一起所致。
毫不起眼的一点问题，却影响了整
个送电线路大局，这次经历让李欣
琦沉下心来，用心去体会师傅常说
的“留心”“细心”的真正含义。

自此以后，他主动学习了线路

设计、电缆铺设、施工改造等每个
环节的知识，全身心投入到 3 号楼
室内外线路改造，工程结束时，李
欣琦感到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工作
实践紧密联系到一起，“那时才觉
得收获太大了！”

迎接挑战 降本增效

与港口铁路为伴的 7 年，李欣
琦认真养护每一台设备，挑战技术
改造，创新设计线路，从初出象牙
塔的懵懂青年，快速成长转变成独
当一面的技术能手。

2017 年，旅发大会观光铁路改
造工程中，铁运公司电务段自主研
发设计相关电路信号，大力培养年
轻技术人员，李欣琦承担了绘制站
场设计图和电路设计图的重任。
线路复杂、工程量大、没有经验可
以借鉴，李欣琦没日没夜地绘图、
改图，当项目按期交付、顺利开通
时，李欣琦没有沾沾自喜，开始回
顾总结——哪里还能再优化、哪里
还能再节省……很快，他又有了新
盘算。当东港区整体更换道岔项
目有序开展后，李欣琦又围绕“修
旧利废”“降本增效”做起文章来。

在主持的第一个项目中，李欣
琦“四两拨千斤”，火遍了全公司。
当时，铁运公司要对 6502 电气集中
配套电源屏进行改造，解决内部刀
闸开关安全隐患问题。更换一个
电源屏需要几十万元，李欣琦认真
研究后大胆提出了一个方案：用旋
钮开关替换刀闸开关，既能解决安
全隐患问题，又不必整体更换电源
屏，改造费用仅仅需要 5—6万元。

方案到底可不可行？公司领导
带领技术人员前往李欣琦的母校，
开展校企联合攻关。改造方案被论

证可行性后，由李欣琦负责实施改
造。他先在创新工作室培训基地反
复试验，验证成功后才着手改造。
一个电源屏改动 13 个部件、115 条
配线就解决了问题，既降低了设备
故障率、节约了维修成本，又具有市
场推广价值。之后，他又成功解决
了信号机更换灯泡与变压器电压不
匹配问题，制定出更换变压器内部
电路板避免整体设备更换的方案，
为公司节约资金 75万元。

勇挑大梁 频出成果

在反复钻研和探索中，李欣琦
的能力迅速提高，很快在各项改造
工程中从崭露头角到勇挑大梁。
他参与公司“火车头”创新工作室
工作，先后完成了《6502 电气集中
配套电源屏改造》《三号楼室内防
雷设备改造》《东五场腰岔设备改
造》等 8 项技术攻关项目。作为青

年技术骨干，李欣琦负责主持铁运
公司电务段 QC 质量管理小组的各
项活动，围绕改进质量、节能降耗
等方面深入研究问题。

李欣琦带领 QC 小组攻坚克
难，历经 6 年时间，先后发表了《降
低信号机灯泡更换频次》《降低三
号楼室内线路故障频次》《降低西
港区电动转辙机故障频次》等技术
成果，为港口创造经济效益累计
500余万元。

他主持完成的项目获得河北
省质量管理成果一等奖、河北省企
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他
也先后荣获秦皇岛市“青年岗位能
手”、河北省“优秀共青团员”、河北
省国资委“青年五四奖章”，以及

“港城工匠”等荣誉称号。
凭着对港口铁路运输事业的

执着与热爱，李欣琦在平凡的岗位
上，脚踏实地、无怨无悔地走出了
一串闪光的青春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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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陆岛航线的“航标灯”
□ 全媒记者 甘琛 通讯员 马建满 文/图

保障秦港铁路安全的“特种兵”
□ 全媒记者 王寅娜 通讯员 孙菲 安博艳 张莉 文/图

李欣琦日常维护信号设备。

在大连长海县，有一位“老航标”，他扎根海岛 41 载，
以实际行动践行“越偏越规范，越远越标准”的职业承诺，
演绎“海岛是我家，航标就是我的一切”的故事。他就是守
护海上生命线，点亮陆岛航线的“航标灯”——北海航海保
障中心大连航标处长海航标管理站站长臧广海。

臧广海护理航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