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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船员咨询，船员劳
动合同的订立应遵循哪些基本
要求？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船员条例》（2020 年 修 订）第二
十三条规定，“船员用人单位应
当依照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法

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
加入的有关船员劳动与社会保
障国际条约的规定，与船员订立
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2012 修 正）第三
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
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
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船
员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合同的一
种，在签订时同样应当遵守这些
原则。 全媒记者 魏鋆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月 8 日，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
能发展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工业和
信息化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署
《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合作
备忘录》，以发展 LNG 动力、电池动
力以及甲醇、氢等新能源清洁能源
标准化船型为重点，加快湖北省高
端装备产业突破性发展，带动长江
内河船舶绿色智能转型升级。

2月 10日，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30 型绿色智能沿海内河示范船
专项工程”子工程项目，湖北首艘
120TEU新能源纯电动集装箱示范船
在长江边的枝江盛懋船厂正式开工
建造。

作为全国长江岸线最长的省
份，践行长江大保护，推进内河水运
高质量发展，湖北打造绿色航运示
范区的号角已吹响。

绿色航运动能澎湃

绿色低碳，是水运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

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誉，
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如果说长江
是一条巨龙，湖北则居“龙腰”。

近年来，湖北认真践行“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长江湖北
段绿色发展的底色凸显，江上千帆
竞渡、百舸争流，岸边生态护岸、芳
草茵茵。

而汉江航运作为长江第一大支
流，高质量发展步伐愈发加快，通航
能力显著提升。

专家提出，加快建设汉江生态
经济带现代航运体系，推动汉江一
体化发展，不仅是坚决贯彻落实“长
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
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
道”的具体行动，更是助力湖北武汉
打造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必由之
路。

“十三五”以来，汉江沿线拆除
整治非法码头、散小码头约 300 个，
完成岸线复绿约 60 公里，复绿面积
约 700 多亩。汉江上也建成了襄阳
小河港区综合码头、仙桃港区综合
码头等一批集约化港口。

兴隆船闸是汉江湖北段航运最
繁荣的船闸。其过船数据显示：汉
江 1000 吨级船舶数量已提升到 50%
以上，中高水期最大运输船舶吨位
可达到 3000吨级。

2021 年底，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印发《湖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规划》，提出因地制宜开展近
零碳船舶示范区建设。

据悉，湖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及所属华中港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已将汉江航运纳入布局重点，精心
组织“汉江院士行”深入汉江沿线调
研，为湖北构建汉江新一代航运系
统把脉问诊，开展绿电船舶战略布
局和合作开发。

“我们将围绕‘重回汉江’‘电化
汉江’战略，充分整合汉江码头航
线，进一步做大航运业务，开辟优质
航线，谋划汉江发展，提升江海直航
能力和内河航运质量，在物流新通
道建设、保供保畅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华中港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海斌告诉记者。

顶层设计领先内河

“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出的‘2030
型绿色智能沿海内河示范船专项
工程’，部署在全国筹备建造 13 艘
示范船，我们湖北就占了 6 艘。”工
业和信息化部汉江 120TEU 纯电动
集装箱船工程示范项目开工活动
上，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皓表示。

目前，湖北内河流域约有船舶 1
万艘，大部分采用传统柴油机驱动，
年燃油消耗量巨大，内河航运绿色
转型势在必行、发展空间巨大。

2022 年以来，湖北先后印发了
《湖北省突破性发展高端装备产业
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制定了
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重点任务清单，

力争到 2023年省内绿色智能船舶保
有量超 100 艘，到 2025 年全省船舶
工业产值达到 1000亿元。

围绕绿色智能船舶领域，湖北
省将在武汉、宜昌、黄冈等地建设绿
色智能船舶建造基地，实施气化电
化长江、汉江、清江示范行动，依托
中船 712 所、武汉理工、武昌造船、
长航集团、湖北港口集团等龙头单
位和各类创新平台，重点发展纯电
动游船游艇、集装箱换电运输船、
LNG 动力运输船，助力船舶产业通
江达海，加快建成全国绿色智能船
舶应用先行区。

除了顶层设计，湖北还擎举起
绿色智能船舶发展的“四梁八柱”。

2022年 6月，由中国船舶集团七
一二所联合相关设计院所、高等院
校、修造船厂等 45 家单位组建的湖
北省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联盟成立。
同年 10 月，由七一二所牵头筹建的
湖北绿色智能船舶制造业创新中
心，经湖北省经信厅认定纳入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计划，正对标
高标准开展相关组建工作，力争建
成国家级创新中心。

据介绍，湖北发正积极构建推
动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的示范体
系，形成“1+3+N”试点示范工作整体
格局，即：一个省级总方案，武汉、宜
昌、十堰三个市级子方案，以及一系
列支持举措。

业内人士表示，《加快内河船舶
绿色智能发展合作备忘录》的签署，
不仅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与
地方政府一起开展绿色智能船舶的
研制和推广，也意味着将在国内率
先打造内河流域的绿色智能标准化
船舶样板——未来湖北研制下线的
绿色智能标准船型，会在全国各个
流域推广使用。

新能源船舶建造风帆正劲

120TEU 新能源纯电动集装箱示
范船的开建对湖北来说，具有特殊
意义。

张海斌表示：“该船综合考虑集
装箱运输特点，汉江水文特点，瞄准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为满足汉江应
用场景而研发。建成后，将投入‘武
汉—仙桃’示范航线。”

据刘皓介绍，120TEU 纯电动船
集装箱船舶在技术方面采用分布式
直流配电系统，综合效率能够达到
93%，“比现有的配电系统效率，至
少提高了 3%。别小看这 3%，它是
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国际上
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据预测，该船相比传统动力船
舶，每周两班式的运营，每年可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1000吨左右。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一直处
于融资难的状态。随着国家大力支
持与推广新能源船舶的建设，民营
船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积极投
身新能源船舶的建造和研发中。

120TEU 纯电动船集装箱船舶建
造方、枝江盛懋船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屈扬告诉记者，在新能源船舶方
面，公司近年来不断有订单流入，订
单比例已达到船舶总接单数的 90%
以上，预计日后还会有更多订单流
入。

“我们正在建造的新能源船有
三十多艘，预计今年产值有望突破
10 个亿。不光有电动船，还有 LNG
船、氢能源船，目前我们正在跟进的
一个项目是甲醇燃料的新能源船，
计划在明年做到国家新能源船舶四
大板块全覆盖。”屈扬对未来满怀信
心。

湖北省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
也将计划培育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链上中下游重点企业，强化绿
色智能船舶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大
力发展船用清洁能源产业，探索标
准船型钢材定制采购、船舶租赁、智
能运维、充换电服务等商业新模式。

宜昌、枝江市有关方面也表示，
将积极支持湖北港口集团在船舶技
术装备领域实现升级换代，共同推
进新能源船舶产业发展，携手推进
湖北高质量绿色发展。

展望未来，描绘湖北水运高质
量发展的新画卷正徐徐铺开，湖北
省水运发展正稳步迈向更绿色、更
低碳、更可持续的新阶段。

□ 全媒记者 陈珺 实习生 王静仪

湖北剑指绿色航运示范区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顾晓平 通讯员

杨夏宁 王燕）近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召开
交通为民服务实事项目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2 年交通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发
布 2023 年交通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这是江苏
省交通运输厅连续 17 年实施为民服务实事
项目。

在 2022 年 10 个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如期完
成基础上，2023 年，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研究确
定了 11 件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让“民生温度”
持续攀升。

11件为民服务实事项目中，水运方面有零
距离为长三角千艘船舶提供检验服务项目、拓
展江苏内河船舶导航便民服务项目、推进苏北
运河危化品船舶待闸停泊区建设项目。

其中，零距离为长三角千艘船舶提供检验
服务项目指明，要着力打造全国首个区域融合
发展示范站，为千艘以上长三角区域过往工作
站船舶提供检验服务，实现即检即走，从传统
七到十日的待检时间缩短至 2—3 小时，大幅
降低船舶待检时间和经济成本；拓展江苏内河
船舶导航便民服务项目，江苏将再制成 1000
公里电子航道图，为内河船舶提供航道尺度查
询、航行路径规划、用时预测、偏航预警、桥区
播报等伴随式导航服务，构建“一图在手、畅
行内河”的江苏内河航运服务新模式；推进苏
北运河危化品船舶待闸停泊区建设项目，江苏
2023 年将在危化品船舶通过量相对较多的 5
座船闸，建成标准化危化品船舶停泊区，每个
停泊区可停泊 1 个危化品船队或 6—8 艘危化
品货轮，配套设置相关应急消防设施，进一步
服务船员，保障船民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把危
化品船舶待闸停泊区建成苏北运河沿线新的
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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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 张
植凡 通讯员 覃侣）2 月 20 日，
2023 年广西港航工作会议在南
宁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到
2027 年，广西将全面建成“全国
前列、西部领先”的水运大省，
初步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
色、经济的现代化水运体系。

2022 年，广西水运高质量
发展各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全年完成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 188.5 亿 元 ，增 幅 居 全 国 前
列。新开工平陆运河、北海港
铁山港西港区石头埠作业区 23
号泊位工程等 11 个项目，建成
西江航运干线贵港至梧州 3000

吨级航道二期工程、防城港 20
万吨级散货码头等 14 个项目，
续建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
施工程等 22 个项目。西江航运
干线实现双线船闸全面贯通；
广西水路货运量首次突破 4 亿
吨，海铁联运班列突破 8800 列，
北 部 湾 港 开 启“700 万 标 箱 时
代”，并首次开行欧美洲际干
线，建成投产全球一流 U 型工
艺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全国首座自主设计的港
口电动机械智能充换电站和首
个“智能装卸 +无人闸口”集装
箱堆场，全国首创“智慧船检”
上线运行。

广西全力建设
“全国前列、西部领先”水运大省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2
月 18日，首届天津市智慧交通创
新成果发布大赛决赛暨成果发
布会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举办，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
限公司发布的“天津港北疆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工程项
目”，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
中心发布的“天津港云缓冲区智
能作业调度研究”荣获一等奖。

参加决赛的 12 家企业分别
从港口码头、道路交通控制、无
人机道路勘测、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交通运输大数据的应用场景
建设、车路协同、智慧车站、公
路网运行监测等领域提出先进
的智能解决方案，成果各具特
色、实用性与前瞻性较强，凸显

了天津市在智能交通产业发展
方面的显著成效。经过激烈角
逐，大赛评出了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 4名，三等奖 6名。

据悉，经过长期实践与应
用，天津市在智慧交通大数据领
域成果丰硕，截至目前，汇聚了
54 家行业单位数据资源，接入
数据种类 519 类，数据总量超
4400 亿条，覆盖公路、铁路、水
运、民航、邮政、城市公共交通
等 9 大交通运输行业，日均 3 亿
条速度持续增长，为 61 个系统
24 个部门建立数据资源共用机
制，跨行业与教育、民政、卫生
等部门联通，跨区域与京冀间共
享数据达 40 类，向市级共享平
台推送数据总计 183类。

首届天津市智慧交通
创新成果发布大赛举办

本报讯（全媒记者 周佳玲）
2 月 21 日，记者从重庆轮船（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与重
庆市船检中心联合打造的“交运
游览 010”趸船光伏发电项目已
成功并入国家电网。

该项目为重庆地区水上首
个并网型光伏发电项目，也是首
个超过 10KW 以上装机规模的
光伏发电项目。光伏发电太阳
能板采用国内先进单晶硅太阳
能板，转换效率达 21%，远超转

换效率大于 17%的指标要求，年
均发电预计 2.2 万度，节约电费
2 万元左右，单船年均预计可减
少标准煤用量约 9 吨，减少 CO2
排放量约 22吨。

光伏发电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的电量消纳方式，并
网后，光伏逆变器并网转换效
率达 98.1%。发电除供本船使
用外，还向停泊的两江游览观
光船供电，剩余电量回馈到电
网。

重庆首艘光伏趸船并网发电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龙 巍 张 植
凡 通讯员 曹畅）2 月 21 日，记者从
广州港集团获悉，广州南沙冷链自
开仓运营以来累计操作作业量突破
20 万吨。其中，2023 年 1 月冷藏箱
作业量创下单月最高纪录。

南沙冷链作为南沙港区冷冻货

物集疏运的关键节点，联合广州港
合诚担保公司、南沙二期、南沙三
期等单位“连点成线”，连接冷藏箱
订舱、报关、装卸、查验、拆装箱、运
输以及供应链金融等物流节点，形
成完整的冷链物流服务链条，向客
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订制服

务。
得益于南沙港区不断优化的通

关环境、码头基础设施和物流配套
服务，目前，南沙冷链与码头形成了

“港口+园区”冷链货物集散新模式，
吸引了多家冷链进出口企业落户南
沙，集聚效应逐渐凸显。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陈 俊
杰 通 讯 员 祁
凯 何佳煜）“我
们 这 航 次 运 了
500 吨黄砂从宁
波开往杭州，现
在 上 游 基 建 项
目比较多，黄砂
缺 口 很 大 。 以
前都是船等货，
现在是货等船，
这 航 次 的 货 还
没装完，下一航
次 的 计 划 就 已
经排好了。”在
姚 江 船 闸 候 闸
的“ 浙 上 虞 货
0588”轮船长朱
以山笑着说。

记 者 了 解
到，这种现象不
是个例，春节假
期刚过，很多杭
甬 运 河 内 河 船
公 司 就 号 召 船
员复工，甚至很
多 船 东 在 春 节
期 间 就 已 开 始
招 募 船 员 。 一
方 面 由 于 上 游
杭 绍 两 地 年 后
大 量 基 建 项 目
相继开工，砂石
用量需求较大，

使得杭甬运河砂石运输量大
幅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
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长三
角地区经济迎来全面复苏，综
合贸易运输量稳步上升。

据统计，自 2 月 6 日杭甬
运河船闸完成年度检修全线
复航以来，货物运输量已达
17.68 万吨，进出船舶 686 艘
次 ，比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8.33% 和 10.47% ，实 现 开 门
红。其中砂石运输量 2.07 万
吨，同比增长 150.76%，煤炭
运输量 14.39 万吨，同比增长
11.72%。

姚江船闸有限公司经理
叶凌波介绍：“去年这个时候
日均放闸船舶 40 余艘，今年
日均放闸船舶 50 余艘，同比
增长了 25%，回到了三年前
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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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冷链累计操作作业量突破20万吨

2月 18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册子岛海边，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和世界最宽跨海大桥——甬舟
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首桩开钻。

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是甬舟铁路及甬舟高速公路复线跨越西堠门水道的共用跨海桥梁，连接舟山金塘
岛和册子岛。大桥全长 3118米，主跨采用 1488米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面宽 68米，是在建的世界最大跨度
公铁合建桥梁和世界最宽跨海大桥。 姚峰 摄

本报讯（全 媒 记 者 王 有 哲）近
日，中谷海运集团（简 称“ 中 谷 海
运”）与福建省港口集团在福州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核心业
务，进一步强化港航合作力度，共同

打造东南区域优势航线，继续发挥
福建省内港口作为双方合作纽带的
积极作用。

据悉，2023 开年，中谷海运旗
下国内最大的内贸集装箱船“中谷
南宁 ”轮在东南区域的厦门港起

航。 2022 年，中谷海运在厦门港完
成内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182.5 万标
箱。 2023 年，中谷海运将引导更多
适 箱 货 物 完 成“ 散 改 集 ”“ 陆 改
集”，推进厦门港“散改集”业务进
入新阶段。

中谷海运与福建港口打造中国东南区域优势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