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发表题为《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主旨讲话，为推动交通可
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强市的开局之年。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湖州港航”）以“探路者”“先行者”姿态，秉持与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理念，以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为目标，以数字先行引领、促进绿色转型、加强成果转化为内容，着力打造数字先行港、绿色生态港、转型发展
强港……作为共同富裕的“先行官”，“碳中和”、绿色交通、可持续发展正日益成为湖州港航领域的发展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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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船员陈先生没跑过市民中心，
就在城东水上服务区领取了他申请的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内河个体）》，
用他的话说，就是“快捷又顺心”。

“这是数字化改革在审批帮办领域
的一次新的结合。”城东水上服务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湖州辖区，每年都有
3000 余名船户办理证件。船户要办证，
就必须要提交申请材料，等待审核，三
到五个工作日之后才能到办事点取回申
请办理的证件。

在传统方式下，船户需要在服务区
停船后，到城区市民服务中心申请办
理，待证书审批完成，又得回到办证中
心取回。这样的方式不仅耗费了船户的
时间，也增加了成本。

“现在我们上线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小程序，船员再
也不用像以前那样办个证至少跑两次办证中心，现在只要
在小程序上点击自己所需办理的事项，提交申请材料即
可，前后操作都花不了五分钟。”城东水上服务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值得一提的还有船户可以预约取证地点，到水上
服务区下船即可拿证。

目前，小程序已完成初步内容开发，船舶国籍证书签
发延续、最低安全配员证书换发等事项已被纳入审批帮办
线上服务，同时，实现服务区取电取水、污染物排放等基础
服务数据接入，船员凭一个小程序二维码就可以实现水上
服务区各类服务功能“一码通行”和“一端获取”，实现政务
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

交通可持续发展，坚持数字驱动，增强发展动能。要
大力发展互联网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使人享其行、物畅

其流。为此湖州港航数字化改革，聚焦民生，“数智”服务
解难题，推动智慧港航发展，给水上运输参与者带来看得
见、摸得着的欣喜变化。

湖州港航打破传统船舶相关业务的办理模式，创新船
舶相关业务办理思维，探索内河船舶从“出生”到“报废”的
全过程审批集成服务，便利水运企业、船户、船厂、船舶交
易服务机构，让数据多跑路，船户少跑腿，实现企业和个体
营运船舶的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办理。

数字赋能美好生活。湖州港航打造集政策传递、通知
公告、行业服务、投诉举报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统一门户
——港航政务信息“一窗通达”，做到从业企业和个人的服
务全覆盖，做到了达到“一窗式服务”的目的。

三大数字应用场景的建设，实现了从船户、船主到船
企业，所有水运参与者智能化服务的全覆盖。

踏浪前行，以可持续交通
引领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

1-9月湖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2.6万标箱，同比增长
9.7%，稳步领跑全省内河。眼下的湖州港，不但是上海港、
宁波舟山港的喂给港和辐射内陆的“桥头堡”，更成为长三
角节点枢纽港，引领着全国内河水运的高质量发展。

2016年，以“内河水运转型发展示范区”创建为契机，
湖州港航打出水运转型发展“组合拳”，推进水运供给从数
量增长到品质提升转变。

为进一步提升港口码头的整体效能，为集装箱运输提
供更大的便捷和更优的环境。湖州港航加快整合港口岸
线资源，促进港口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2016年以
来全市累计关闭小散码头246座，整改提升码头234座，建
成生产泊位94个，规划建设了一批大型公用码头，实现了

“腾笼换鸟”，而从“运石子”到“运箱子”，湖州港的这一变
化，靠的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通集装箱运输瓶颈，打造
开放大通道。自 2017年以来，湖州港货物吞吐量已连续
四年超亿吨，今年 1-9 月吞吐量为 9783 万吨，同比增长
18%。

近几年来，湖州港航加强内河航道建设，京杭运河四
改三工程，浙北集装箱航道建设，长湖申西延航道建设
……不断完善着湖州水上高速网，目前全市四级及以上高
等级航道里程 344.99公里（三级航道 168.67公里、四级航
道176.32公里），占通航总里程的29.39%，居全省前列。

一条条“水上高速”被激活，让湖州港通江达海的速度
不断加快。10月 28日，位于湖州铁公水综合物流园内的
湖州上港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码头正式开港营运，湖州内河
集装箱运输再添新名片；安吉上港凭借与上海港集团的资
本合作，吸引“马士基”“地中海”等23家船公司入驻，出口
集装箱可在家门口通过水运直达全球主要港口，成为浙江
省内河集装箱运输“领头羊”，辐射带动区域外贸经济聚集
的核心园区；而德清港务和长兴港务依托浙江海港母港优
势，不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集装箱吞吐量也在连年攀升。

干支通达、通江达海的航道，为湖州临港经济发力创
造了有利条件。装备制造、金属新材、新能源、绿色家居等
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因水而生、临港而兴，长湖申线湖州
段就串起了南浔的木地板、吴兴的特种钢材、长兴的新型
建材三个百亿产业集群。

如今，内河水运、临港产业、生态城市融合发展新模式
已初具雏形。

回首五年转型的成果，当下湖州港航站在更高起点、
更高标准上，全力谋划着推进湖州市内河水运更高质量的
发展。

湖州港航联合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湖州港航联合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上海海事大
学学））完成完成《《湖州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湖州内河水运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课题，，并以并以
此为总纲总图此为总纲总图，，对照世界一流港口的标准对照世界一流港口的标准，，结合湖州港的结合湖州港的
特点和功能定位特点和功能定位，，在在 20212021--20252025年加快实施年加快实施““32103210””发展战发展战
略略，，推动湖州内河水运由推动湖州内河水运由““转型发展示范区转型发展示范区””向向““高质量发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展示范区””跃进跃进。。

水运成果强转化
打造转型发展强港

6月26日，国内首艘纯电动集装箱船“国创号”正式下水，
标志着全国内河航运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时代已经
到来。

“国创号”是全国首艘 64标箱标准化智能新能源集装箱
船，总吨位 994吨，是我国首艘自主研发、设计、建造，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内河绿色智能集装箱船。该船每年可减
少燃油消耗13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0吨。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实现交通低碳转型发展，是
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实现交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
求。湖州港航在生态绿色的征途上奔涌向前。

6月1日，全国首个岸电使用财政补贴政策《湖州市港口
岸电推广应用补贴实施办法》正式实施。近 2万名航区船民
可享受比居民用电低一半左右的优惠电价，岸电价格也由最
初的 1.4元/千瓦时下降到现在的 0.314元/千瓦时，378套岸
电设备覆盖辖区，发挥效用，让船员用得上电、用得起电、用
得好电，进一步提升绿色岸电使用效率，打造绿色循环低碳
港口。1-9月湖州港累计使用岸电67.0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10%。

用好电更要管好电。今年，湖州港航启动建设湖州港口
岸电营运政府监管平台，岸电使用数据同步共享交通、电网

等相关部门，并在线监控船舶
岸电使用情况，初步形
成了船岸共通、全港共

享、全域共管的
岸 电 管 理 新 生
态。

平台以船岸
互通为目标，主

动对接国家岸电云网，使岸电管理由码头端延伸至船舶端，
打通了船岸监管链条。开通岸电使用二维码，船员只需轻轻
一扫，即可完成用电监控、预约接电、豁免申请、故障报告、岸
电信息查询等操作，简化了船岸接电流程，为船舶使用岸电
提供了信息化便利。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推动交通绿色转型发展
的重要支撑是科技创新。

在湖州市港航管理中心船舶与港口防污染监控中心，工
作人员胡林建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上各项数据。“长湖申航
道上，船号为浙湖州货3050的船舶，污水柜液位已高……”即
使远隔 20多公里，他仍旧及时“喊话”船户，并帮助选择就近
水上服务区，尽快抽取船内污水。

这是全省首个建成启用的船舶与港口防污染监控中心，
这里就像“千里眼”，随时随地监管污染“零入河”。平台以全
港214个监控探头为眼睛、以2670个船舶“北斗”智能终端为
武器，构建起一个“看得清、够得着、管得及”的防污染治理专
业化体系监测大屏，全天候监控湖州港籍 100至 400总吨内
河货船生活污水柜的位置信息、储水情况、液位变化等，一旦
发现异常情况，自动报警并远程阻断偷排行为，生活污水扫
码回收时还能自动计量、积分结算，实时数据同步上传至船E
行平台，生成电子单证。

水运向可持续交通模式的转变，必须打通人员环节，实
现交通的绿色特性。湖州港航自2020年起，开办省内首家船
舶与港口防污染能力提升培训学院——“水牛学
院”，量身定制水运防污染集中化教学，提升水运从
业人员素养。截至2021年9月，学院共组织培训班7
期，培训人员350余人次。

水上污染零排放 打造绿色生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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