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在龙头山船闸都要上岸办手续过去在龙头山船闸都要上岸办手续，，来回一趟没有来回一趟没有 22小时下不来小时下不来，，遇到雨雪天遇到雨雪天，，安全隐安全隐
患也大患也大。。现在通过手机上的现在通过手机上的‘‘赣航通赣航通’’软件就可以办完船舶登记软件就可以办完船舶登记、、申报等所有手续申报等所有手续，，真是太方真是太方
便了便了！！””近日近日，，在龙头山船闸现场在龙头山船闸现场，，刚刚完成过闸的刚刚完成过闸的““赣南昌货赣南昌货10181018””船主高兴地说船主高兴地说。。

一方面可以大大缩短船民手续办理和船舶等待时间一方面可以大大缩短船民手续办理和船舶等待时间，，另一方面方便了船闸工作人员对另一方面方便了船闸工作人员对
船舶过闸事宜进行科学精细的统一调度船舶过闸事宜进行科学精细的统一调度，，““赣航通赣航通””APPAPP的上线应用是江西高等级航道事务的上线应用是江西高等级航道事务
中心中心（（简称简称““江西省高航中心江西省高航中心””））积极推进积极推进““五化四好五化四好””航道建设的重要成果航道建设的重要成果。。

““为助力交通强国为助力交通强国、、交通强省建设和江西水运高质量发展交通强省建设和江西水运高质量发展，，自自 20212021 年年 33 月江西省高航中月江西省高航中
心成立之初心成立之初，，我们便把我们便把‘‘五化四好五化四好’’航道建设作为探索内河航道管养航道建设作为探索内河航道管养‘‘江西模式江西模式’’的重要抓手的重要抓手，，
经过经过20222022年年‘‘管理提升年管理提升年’’的集中攻坚的集中攻坚，，这一模式已初具雏形这一模式已初具雏形，，也有力助推了也有力助推了‘‘畅畅、、安安、、优优、、质质、、
美美’’江西现代化高等级航道网的建设江西现代化高等级航道网的建设。。””该中心主任易宗发表示该中心主任易宗发表示，，这对推动江西经济发展这对推动江西经济发展，，建建
设设““人民满意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保障有力””的航道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的航道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内河航道管养“江西模式”

““五化四好五化四好””航道建设工作战线长航道建设工作战线长，，覆盖面覆盖面
广广，，不仅需要发挥好江西省高航中心的统筹总不仅需要发挥好江西省高航中心的统筹总
领作用领作用，，发挥好双港枢纽库区示范航道和双港发挥好双港枢纽库区示范航道和双港
试点船闸的带动作用试点船闸的带动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五个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五个
片区航道中心职能作用片区航道中心职能作用，，让让““五指五指””成拳成拳，，联动联动
发力发力，，下好全辖区下好全辖区““五化五化””航道建设航道建设““一盘棋一盘棋””。。

目前目前，，江西省高航中心正积极推进航道基江西省高航中心正积极推进航道基
础设施数字化建设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智慧航道和智慧船闸建设智慧航道和智慧船闸建设
已取得积极成效已取得积极成效。。智慧航道建设方面智慧航道建设方面，，监控中监控中
心心、、数据中心及外场感知终端都已完成安装数据中心及外场感知终端都已完成安装、、
调试及数据上传调试及数据上传，，并完成分项工程验收并完成分项工程验收；；界牌界牌
至红卫坝至红卫坝、、沙港大桥至珠瓢山沙港大桥至珠瓢山、、朱袍山至褚溪朱袍山至褚溪
河口段河口段 143143 座遥测遥控航标的抛设座遥测遥控航标的抛设、、调试工作调试工作
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 231231公里电子航道图制作公里电子航道图制作及 147
公里航道复测，完成后集成到长江航道图 APP，
实现干支联动。智慧船闸方面，2022 年 8 月 25
日，江西省高航中心组织召开全省智慧船闸建
设工作推进会；《江西省智慧船闸系统建设规
划》已获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八字嘴船闸、
双港船闸、界牌船闸陆续完成监控、视频和广
播等系统安装及调试；“赣航通”手机 APP 已上
线投入试运行，实现了远程在线过闸申报。

在航道管理精细化方面，航道管养制度体
系不断完善。《江西省航道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试行）》《航道养护工作台账范本（试行）》正式
印发；《江西省航道养护管理办法》已于 2022年
9 月 21 日经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会议讨论通过：
《江西省高等级航道事务中心船闸运行管理办
法》和《江西省航道养护标准和定额》完成初稿
编制。航道养护计划方面，各片区航道中心已
编制完成航道年度养护计划，明确了具体目标
和任务，进一步规范了航道年度养护工作。

从航道养护专业化推进情况来看，标准化
站房建设方面，原泰和航道处办公楼搬迁还建
项目、都昌航道支持保障基地工作码头项目均
取得相应进展，《江西省航道支持保障系统建
设规划》（报批稿）已完成，正按上级意见修改
完善；航标配布工作方面，各片区航道事务中
心根据《江西省内河航标技术标准化指南》和
采购计划，持续做好航标配布、维护等工作；养
护队伍专业化方面，已印发《航道、船闸业务学
习活动工作方案》，每月组织所属航道、船闸管
养人员进行一次法规和规范学习，截至 2022 年
9月底已完成 4期。

航道运行高效化方面，赣江小港口滩和龙
务洲滩抢通工程从 2022 年 7 月 14 日开工以来，
已完成设计清礁工程量的 77.9%，完成设计疏
浚工程量的 72.3%；“赣航通”手机 APP 已在双
港、虎山嘴船闸上线试运行，通过 APP 申报的
过闸船舶达到 80%以上，平均过闸时间缩短至
原先的 60%，大大提高了船闸运行效率。2022
年 1-9 月，江西省船闸过闸总计 2761 次，过闸
船舶总计 5148 艘，过闸船舶总吨位 521.7985 万
吨，货物通过量 409.6594万吨，比去年同期分别
增长 159.25%、136.47%、253.66%、384.32%。

从航道服务优质化来看，江西省高航中心
在持续做好高等级航道水情对外发布工作的
同时，于 2022 年 3 月底增加了信江界牌、八字
嘴、双港枢纽的水情信息发布。此外，已完成
智慧航道运行管理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开发，
组织召开了信江智慧航道建设试点成果汇报
及演示工作会，完成了全省智慧航道运行管理
平台应用培训，并投入试运行。

实干笃行勇争先，扬帆奋进正当时。下一
步，江西省高航中心将继续扎实开展“管理提
升年”活动，以信江双港库区航道为试点，落实
航道管养“五化”要求，着力打造“四好”航道，
强基固本、提质增效，形成试点经验成果，为探
索形成航道管养“江西模式”奠定基础，为江西
省水路交通运输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内河
先进行列打好头阵。

“‘五化四好’航道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不仅要做好全局谋划，还要在关
键处落子，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江西省高航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江
西省高航中心分别实施《鄱阳航道所信
江双港枢纽库区“五四”航道试点建设
方案》和《江西省信江船闸通航中心双
港船闸通航所“五化四好”船闸试点建
设方案》。经过实践探索，示范试点工
作已初具成效。

于 2022 年 6 月正式印发的《鄱阳航
道所信江双港枢纽库区“五四”航道试点
建设方案》，标志着以信江双港枢纽库区
59公里航道为试点的“五四”航道示范段
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由赣东航道事
务中心具体实施。

目前，在江西省高航中心指导下，赣

东航道事务中心已编制完成《航道养护
日常巡查制度》《航道养护管理制度》《航
道信息发布制度》《航道统计报表制度》
等系列制度和意见征求工作，并结合基
层航道所工作实际，编制了“五四”航道
试点的基层鄱阳航道所《航道年度养护
计划》。此外，还编制出台了《鄱阳航道
所处置突发船舶滞留及堵航事件应急预
案》，基层航道所成立的“航道信息交流
驿站”微信群成为船企、船民、航道部门
及时有效沟通航道异常信息的平台，及
时了解辖区航道水情信息的窗口，实现
了信息资源共享互惠共赢。

“五化四好”船闸试点建设工作以信
江船闸通航中心双港船闸为载体，旨在
以“五化”船闸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建、
管、养、运“四好”船闸，力争将示范船闸

打造为江西样板，为探索船闸管养“江西
模式”提供有益经验。

据了解，“五四”船闸试点建设方面，
双港船闸目前已设置船闸集中控制层和
现地控制层，实现对船闸各设备的集中监
控。人员岗位职责、中控室管理制度、集
控室管理制度已上墙。信江船闸通航中
心已组建起船闸电气维护、金结维护、信
息化维护、安全监测和技术攻关工作队
伍，船闸所已组建起日常运行、现场应急处
置工作班组（小组）。此外，还制定了双港
枢纽“五化四好”船闸试点业务培训计划
表，《通航建筑物维护技术规程》集中培训、

“赣航通”手机APP运用推广培训、开展“船
舶搁浅沉没”应急演练……月月有计划，件
件有落实，对标对表，挂图作战，为船闸维
护专业化提供了坚强的人才保障。

“建设‘五化四好’航道，既是江
西水运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易宗发表示。

从江西的航道发展史来看，从三
国时期的重要水师通道和漕粮运道
到唐宋时期千年黄金水道，再到明清
时期的“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江西
航道在历史长河中都发挥着重要的
运输作用。

从当前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上
看，江西航道也是一条重要的“经济
线”“生命线”和“风景线”——长江
（江西段）、赣江、信江沿线共布局 94
个工业园区，三级航道水运效能对优
化沿江营商环境、吸引沿江产业聚
集、保障大宗货物运输和对外开发的

引擎作用越发凸显；高等级航道也是应
急抢险、战时物资运输的可靠保障，关系
着国防与应急安全；《内河航道绿色建设
技术指南》《内河航道绿色养护技术指
南》等文件印发，明确了航道建管养的绿
色发展方向，绿色发展助力美丽航道建
设。

“十三五”期以来，江西省水运事业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21 年底，全
省航道总里程 5716 公里，全省高等级
航道已达 871 公里，基本建成“两横一
纵”高等级航道网。与此同时，航道管
养水平也得到稳步提升，特别是过去
一年，航道管养工作在制度制定、顶层
设计、基础设施建设、保通保畅、规范
化管理、对外服务水平等方面均取得

显著成绩。
“然而，对标交通强国建设、水运发

展规划及江西省委省政府、省交通运输
厅工作要求，江西航道管养工作仍存在
诸多短板和不足。”易宗发坦承，如存
在高等级航道里程少、部分航道通而不
畅，养护设施设备相对简陋，养护基础
不够扎实，养护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

“‘十四五’时期，水运已成为我省
综合交通发展、构建交通强国江西篇章
的重要突破口，更是高航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时期。”易宗发表示，为着力
补齐航道管养工作短板，开展好“五化
四好”航道建设工作势在必行，这对助
力江西高航中心支撑江西交通当好开
路先锋示范先行有着重要意义。

何为“五化四好”航道？“四好”是指
建好、管好、养好、运好航道；“五化”是指
推进航道基础设施数字化、航道管理精
细化、航道养护专业化、航道运行高效化
和航道服务优质化。

“四好”航道方面，具体而言——
“建好”是指按照《江西省航道与港口

布局规划（2021—2050 年）》《江西省水运
“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文件要求和标准，
建设好高等级航道、智慧航道、智慧船
闸、基层航道工作站房、水上绿色服务区
和公共锚地等航道基础设施。

“管好”方面，江西制定出《江西省航
道养护管理办法》《江西省高等级航道事
务中心船闸运行管理办法》《江西省航道
养护标准和定额》等航道管养、船闸运维
制度和标准，做到制度齐全，工作规范有
序。

“养好”是指通过江西省级统一调度
管理考核、区域计划实施、专业维护疏浚
的模式开展航道养护工作，以《江西省航

道养护管理办法》为指导，建立一套“计
划—实施—检查—改进”的 PDCA 循环的
航道养护管理模式。

“运好”是指强化航道、航标养护和船
闸运行维护，全力实现高等级航道达标
常态化，加快建立航道运行协调联动机
制，保障高等级航道等重点水域和船闸
安全畅通，并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实现应
急救援高效快速。

“五化”航道方面，具体而言——
“航道基础设施数字化”是要分别加

快智慧航道和船闸“112 工程”建设，实现
船闸运行设备和设施的智能化感知、闭
环监管、智慧管理和船舶通行一站式服
务，实现船闸管控一体化、船闸运行高效
化、船闸服务优质化。

“航道管理精细化”是指加快推动《江
西省航道养护管理办法》《江西省高等级
航道事务中心船闸运行管理办法》等制
度、标准出台，完善航道管养制度体系，
科学编制全省航道养护年度计划，高质

量组织开展航道养护工作，并实施量化
考核。

“航道养护专业化”是指按照《江西省
内河航道工作用艇船型标准化建设指
南》《江西省航道管养用房建设标准指
南》等标准逐步实现航道养护设施设备
标准化，逐步配备 RTK、无人测量船等专
业化航道测绘设备，实现养护设施设备
专业化、养护人才队伍专业和养护技术
专业化。

“航道运行高效化”，是要实现航道等

级达标、航道衔接畅通、航标配布合理的
目标。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水利、
气象、枢纽运行等相关部门建立航道运
行联动机制，促进航道运行安全高效。

“航道服务优质化”是指江西省将
统筹全省内河水上绿色服务区和公共
锚地建设，着力提高航道和船闸智能服
务水平，不断优化赣江、信江高等级航
道水情发布机制，促进水上服务区、锚
地等配套设施齐全，导助航服务优质，
信息发布及时准确。

□□ 全媒记者全媒记者 周佳玲周佳玲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倪磊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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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大型化快速发展。

船舶过闸智慧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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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整治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