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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抓共管
筑牢安全“压舱石”

“管住船、盯住港、看住人。”海
上安全生产，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海上秩序稳定；海上安全工作，
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为此，锦州
海事局坚持多方联动，构建齐抓共
管工作格局。

锦州海事局通过与锦州市农业
农村局、交通运输局、锦州市沿海安
全保卫局共同签署《海上联合巡航
执法机制》，实现更深层次的资源共
享和更多元的执法协同。同时，与
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签署“净海
2022专项行动协作协议”，构建“打、
防、管、控、联、宣”六位一体的口岸
立体化防控体系。联合葫芦岛海事
局及锦葫两地沿海执法相关单位，

开展“蓝剑突击、辽安海宁”2022 一
体化联合巡航执法行动，严厉打击
内河船涉海运输等违法行为，保持
监管高压态势。不断深化海事监管
和航海保障一体化融合发展，联合
营口航标处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
进校园、中国航海日等主题宣传活
动，深入开展业务交流学习、技能培
训和协调联动。

在统筹推进各项专项治理行动
上，锦州海事局突出监管重点。结
合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强化年、水上
交通安全大检查、三年行动巩固提
升，统筹推进“商渔共治 2022”专项
行动、内河船非法从事海上运输专
项整治、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风
险集中治理、船舶载重线和货物装
载专项检查、水上涉客运输安全生
产检查等重点任务。健全完善载
运特种货物船舶监管工作机制，建
立载运钢材船舶安全监管“一审两

查”工作机制，单船节省作业时间
平均约 2 小时，为港口作业“港停
时 ”节 省 2.4% 、“ 生 产 停 时 ”节 省
3.04%。

为持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锦
州海事局强化协调配合。组织开
展搜救综合演习、船舶溢油应急演
练、旅游船消防救生演习及国际航
行船舶船员伤病救助、防汛防台风
应急演练桌面推演，强化搜救成员
单位之间协调配合，全面检验海上
应急处置能力。持续加强海上搜
救志愿者队伍建设，推动社会力量
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参与应急救
助。

据了解，去年，锦州海事局开展
搜救力量指定更新工作，初步实现
辖区岸线应急力量部署全覆盖。投
资建设辽西地区首个中型国家级溢
油应急设备库，一次性综合溢油清
除控制能力达 500吨。

多措并举
服务为民增实效

为服务好东北陆海新通道建
设，锦州海事局出台多项举措，不断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为东北陆海新
通道的畅通和企业发展添砖加瓦。

在政务服务上，锦州海事局通过
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层级，
提高办理效率，将船舶国籍证书、最
低安全配员证书审批等事项由 7 个
工作日有效缩短至 5 个工作日。注
重满足不同办事主体多样化需求，设
置“一对一”帮服专员。推出政务并
联办理服务举措，实现船舶国籍证
书、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 6项并联可
办。推行海事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船舶国籍证书、船员适任证书等 36
项海事政务项目不再要求相对人提
供相关材料，审批效率明显提高。

同时，锦州海事局建立起长效
工作机制，推出利企便民举措。巩
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我
为群众办实事”常态化长效化工作
机制，2022 年推出丰富税（费）征收
方式、开通船载危险货物咨询服务
热线等八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
目，并全部高质量完成，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

在服务船员方面，锦州海事局
注重源头管理，有序开展辖区船员
考试培训监督、评估和发证工作，每
年服务辖区 6000 余人次参与考试。
以“金锚港湾”船员服务站为“主阵
地”，为辖区近千名船员提供船员业
务服务指导。与渤海大学签署共建
协议，挂牌成立海巡船艇基地和船
舶溢油应急设备库两个基地，推动
航海学生从理论课堂走到校外实
践，共同推动建设高素质船员队伍
建设。

在做好水路运输保通保畅上，
锦州海事局综合施策畅通循环。开
启“绿色通道”，实行优先锚泊、优先
进出港、优先靠离泊、优先装卸货等
服务举措，保障重要能源和民生物
资安全运输，服务“北粮南运”等战
略。指派专人对接、专人服务，针对
锦州港 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等重点
涉水工程实行预审机制，提高许可
审批效率。强化交管值班、动态监
控、海上护航等。

据了解，2022 年以来，锦州海事
局安全保障超大型油轮减载靠泊 21
艘次，为地方炼化企业节省运输成
本约 1000万美元。

行稳致远，惟实励新。锦州海事
局将分步骤、分阶段推进各项工作落
地见效，助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保
障物流供应链高效畅通，推进辖区绿
色航运发展，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推
动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取得新成效。

锦州海事：服务东北陆海新通道 护航水上交通新发展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瑾 通讯
员 李敏 赵海龙 张亮）3月 14日，

“东方红 2”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见
下图）靠泊在中国船舶集团武昌造
船双柳厂区的码头等待升级改造。

“东方红 2”海洋综合科考实
习船，始建于 1993 年，于 1996 年 1
月正式投入运行，总投资 9600 万
元，是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
国成立初期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
艘海洋综合调查实习船“东方红”
号之后的第二代“东方红”系列
船，与 5500 吨级“东方红 3”深远
海综合考察实习船和 300 吨级“天
使 1”近岸综合实习考察船形成了

我国高校唯一的从近岸、近海至
深海大洋完整调查能力的海洋科
学综合考察船队。

“东方红 2”船总吨位 3235吨，
总长 96 米，型宽 15 米，设计吃水 5
米，结构吃水 5.5 米，最高航速 18
节，经济航速 10节，采用双主机单
可调螺距螺旋桨实现 0.5—18 节
无极调速，续航力 13000 海里，自
给力 60 昼夜，南、北纬 60°以内无
限航区，全船有 92个居室，核定定
员为 196 人，是我国载员人数最多
的海洋科考船，全船共有干性实
验室、湿性实验室、通用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共计 15个。

“东方红2”靠泊武昌造船码头
等待升级改造

本报讯（全媒记者 杨柳 通讯
员 周稳）近日，南昌交投水运有
限公司 350—400 客位游轮在江龙
船艇中山科技园喜迎开工，该船
是南昌赣江水上旅游首艘环保纯
电动大型豪华游轮，将进一步展
现南昌城市文化底蕴，推动赣江
水上旅游绿色发展。

据悉，该船为全钢制、双体结
构，总长 49.9米，型宽 13.5米，型深
3.2米，采用电机驱动全回转舵桨，
设 计 最 大 航 速 18 节 ，载 客 量 为

350—400人。船体上建采用大面积
玻璃幕墙，具有开阔的观光视野，内
部装饰高端豪华，可提供江景游览、
娱乐餐饮、会议招待等服务。

据悉，江龙船艇近年来积极
响应国家战略，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依托丰富的建造经验和技术
积累，加大纯电动力、柴电动力、
甲醇燃料动力、氢燃料动力等新
能源动力船艇的研发投入，成为
国内率先实现新能源船产业化的
船舶建造企业之一。

江龙船艇开建南昌首艘
环保纯电动大型豪华游轮

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
讯员 扬海轩 陈禹）3 月 14 日，全
球最大木屑船“菩提树”轮（见下
图）在扬州海事部门的维护下开
航出江。

“菩提树”轮是扬州中船澄西为
新加坡 Prime Star公司建造的 70000

载重吨木屑船，总长 215米，型宽 37
米，设计航速 14.5节，是全球最大的
木屑船。该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运
输木屑等轻质货种，具备低油耗、高
航速、容积大、绿色环保等特点，各
项性能效率指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可大幅降低运营成本。

木屑船“菩提树”轮交付下水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综合处
处长陈永胜介绍，国家能源局将适
应新的形势，推动《可再生能源法》
的修订。同时，正在初步制定可再
生能源替代行动方案，后续要加快
推进。

“2023 中国风能新春茶话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建中表示，中
国风电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国家政策
支持。风电产业步入平价时代后，
科技创新将持续推动我国风电产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针对海上风电“狂飙”式发展，
对港口及船舶运输行业也提出了
新的挑战。克拉克森预计，2025 年

全球将有 26 艘海上风电安装船能
够安装 8 兆瓦以上的风机，其中有
能力吊挂 15 兆瓦的海上风电安装
船仅有 15艘。

根据船运行业研究机构克拉克
森的数据，到 2030年，全球将有超过
250GW的海上风电容量，共有约 730
个海上风电场和 30000 台风电机组
处于运营状态。届时，风电安装船
的缺口将达到约 15艘，而风电运维
船的缺口也将从目前的 30艘扩大到
130艘以上。

早期，由于原材料和技术条件
等的限制，叶片尺寸较小，可采用
常规双甲板 /单甲板船舶运输，行

业中也偶有采用集装箱船运输的
个例。“近年来，随着原材料的多样
化，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清
洁能源及海上风力发电的技术需
求，风电叶片的尺寸越来越长，因
此叶片货物运输主要采用多用途
型（MPP）船舶。MPP 船型具有超
长贯通的甲板以及大负荷的船吊
足以满足大型叶片的运输需要。”
中集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江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对
国内风机安装船供需进行了综合
测算，按照 50%船只利用率（悲观
假 设）和 65%利用率（乐 观 假 设）
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19—2021

年国内风机安装船曾出现短缺，
2021 年供需矛盾达到高峰，主要
系海风抢装大年需求激增，风机
安装船建设周期较长，供不应求
所致。 2022 年后，风机安装船集
中投产，供给紧张明显缓解，预计
未来数年内安装能力将超过装机
需求，部分老旧船体可能面临闲
置或淘汰。

眼下，针对海上风电发展对船
舶的需求，电气风电、中国海装等
多家风电厂商也加入了船舶项目
制造中。（本文综合自央视网、华夏
时报、长江证券、中国水运网等媒
体报道）

海上风电船舶供应紧缺？

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
能专业委员会（简 称“CWEA”）公
布数据，2022年全年，全国（除港澳
台地区外）新增风电吊装容量 4983
万千瓦，累计风电吊装容量达到
3.96 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新增
吊装容量 516 万千瓦，累计吊装容
量 3051万千瓦。

从 CWEA 公布的 2022 年海上
风电新增吊装容量来看，风电机组

制造厂商明阳智能、远景能源、中
国海装、金风科技、电气风电等榜
上有名。其中，该部分统计的数据
前三分别为电气风电 144.3 万千
瓦、明阳智能 138.1 万千瓦以及中
国海装 104.1万千瓦。

行业专家们认为，如今风电政
策环境极佳，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目前，风电产业应打通全产业
链条，继续做好商业模式与技术创

新工作，保障产品质量与可靠性，
并进一步提高优质风能资源的开
发利用能力，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
间；要做好风电应用场景的拓展，
与相关产业配合好，努力提升风电
消纳能力，大力推进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CWEA 秘书长秦海岩预测，未
来 3 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每
年预计将不低于 7000 万千瓦。到

2025 年，“三北”、中东南、近海区
域度电成本将分别降至 0.1 元 /千
瓦时、0.2 元 /千瓦时、0.3 元 /千瓦
时。

同时，随着近海开发逐步饱
和，风能发电走向深海成为必然。
随着海上风电从浅近海走向深远
海，基础形式从重力式、多脚架、高
桩承台、单桩，逐渐演变为导管架
基础、漂浮式基础。

装机热潮

目前处于建设和运营的海上
风电场数量大幅增加，对海上风电
船舶的需求也同样旺盛，特别是海
上风电安装船和风电运维船。

根据作业特点，可将风电安装
船分为浮式、坐底式、自升式、自升
自航式、半潜式五类，各类风机安
装船在作业水深、效率、稳定性方
面差异明显；浮式安装船适用于不
同水域安装，移动速度快，但稳定
性较差；坐底式安装船在浅水海域

稳定性表现较好，但转移速度慢，
也不适于深水海域安装；自升（自
航）式安装船兼具转移方便、作业
水深高、稳定性优异等多方面优
点，已成为风机安装船的主流船
型；半潜式安装船各方面表现均
较为优异，但建造和使用成本过
高。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
有风机安装船（含在建）共 112 艘，
其中在运营中船体 72艘，在建船体

40 艘。从船体投运情况看，风电安
装船建设速度呈加速态势。2011—
2018年共计投运船体 20艘；受海风
抢装年刺激，2021 年风机安装船需
求高增，单年新增船体达 26 艘，同
比增长超 200%；2022 年新增安装
船数量有所减少。

中集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风机大型化的升级
一直在持续，从过去 5 兆瓦至 6 兆
瓦，升级到 15 兆瓦及以上，过去船

队中的吊高、吊重、长度等参数都
较难满足新风机的要求。考虑到 2
至 4 年的建造周期，所以 2021 年至
2022 年下单非常的多，做风机大型
化安装船舶的及时补充。”

克拉克森预计到 2028 年底，船
舶行业将花费超过 260亿美元用于
建造新的海上风电相关船舶，其中
包括耗费 210 亿美元建造 70 艘风
电安装船，以及耗资 50亿美元建造
90艘专业运维船舶。

紧跟步伐

供不应求

“铁建风电01”1300吨自升自航式风电安装船。 本报资料室供图

随着国内海上风
电招标量和装机量增
长 ，市 场 对 海 上 风 电
船舶的需求也相应增
加 。 目 前 ，船 厂 正 在
抓 紧 生 产 ，整 体 订 单
量也有明显提升。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
随着风电涡轮机和叶
片 大 尺 寸 的 更 新 迭
代 ，也 有 市 场 声 音 担
忧大尺寸的海上风电
船舶恐供不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