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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展！加快迈向万吨级港口
龙门港区潮流泥沙物理模型试验研究评审会顺利召开

会上，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报告
编制单位）围绕龙门港区海域动力泥
沙特点、模型设计、水流验证和潮流动
力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汇报，并指
出了龙门港区白岩山作业区航道水流
条件和港池、航道的泥沙淤积量及其
分布情况等，为白岩山作业区工程规
划、设计提供支撑，同时也为该作业区
建成万吨级港口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终，与会专家及代表一致认为
项目报告资料详实，内容全面，思路
清晰，得出结论总体可信。

港口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是温
岭市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部署、
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格局、提
升温岭在台州战略格局中地位的关

键。
白 岩 山 作

业区是龙门港
区三大作业区
中最具开发潜
力的作业区，也
是台州港“一港
六区”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区开
阔，水位较深，可供多艘万吨级货轮
停靠。龙门港区白岩山作业区的开发
将大大提升龙门港区货物吞吐能力，
进一步加强对周边县（市、区）的出口
虹吸效应，对促进温岭港口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下一步，台州及属地港航部门将会
同相关建设主体加快龙门港区的开发，

助推交通强市和世界一流强港建设。
据悉，台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台州海事局、台州港港务公司、温岭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温岭市港航口
岸和渔业管理局、台州生态环境局温
岭分局、台州温岭海事处、松门镇人
民政府、温岭市交旅集团、宁波中交
公司等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参加了本
次评审会。

日前，《龙门港区白岩山作业区2万吨级码头及
配套工程潮流泥沙物理模型试验研究》评审会在台
州市椒江区顺利召开。

□金明 张诗雨

日前，温岭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迎来象山县港航管理中心考察交流团。

双方先后实地走访了龙门港区
的白岩山作业区、龙胆屿作业区和横
门山作业区，温岭市港航部门对龙门

港区发展规划及建设项目的推进情
况做详细介绍。

在座谈交流会上，温岭市港航部
门相关负责人聚焦该市滨海新城一
体化建设的重点内容、推进方法及下

一步打算，并对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难点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此外，双
方还就用海填海、岸线整合、沿海产
业重构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

□金明 张诗雨

跨市联动 考察交流促提升

近日，温岭市港航部门通过企业
自查和港航部门督查结合进行的方
式，对全市范围内的港口危化企业开
展安全生产自查行动。

此次检查重点包括对港口企业
设施设备、动火、有限空间作业等进
行检查核对。目前，辖区 10 家危化
企业已逐一完成装置、设备、管线运

行安全自评，辖区两家（物产、华东中
油）重大危险源企业已完成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建设。

督查过程中，温岭市港航部门工
作人员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现场警示
标志不完善、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管
线穿墙口未封堵等问题隐患，当即要

求相关企业负责人针对查出的隐患
做出整改。

据统计，此次港口危化企业安全
生产自查行动中，共发现隐患 10起，
已全部落实整改，进一步落实和深化
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遏制安全
事故发生。 □林晨欣 张诗雨

温岭港航：开展危化品领域大排查

▶日前，台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
心组织人员前往温岭市开展港航数
字化调研，进一步了解该市港航数字
化建设现状。

在座谈交流会上，调研组听取
了温岭市港航部门相关负责人的汇
报，了解温岭港航数字化发展现状，
聚焦问题导向，着力破解港航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同时向相
关航运企业代表了解基层数字化建设需求。 □邵菡

▶今年以来，温岭市港航部门持
续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普及网络
安全知识，履行网络安全主体、主管
责任，筑牢网络安全屏障。过程中，
系统上下通过开展会议宣传、企业自
查、行业重点主体企业摸排监督等方
式，从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公共电子
显示屏及信息系统安全措施等方面
对重点企业开展排查，进一步提高了
全市涉港涉航企业网络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林晨欣

◀日前，台州市港航事业发
展中心围绕重大水运工程推进情
况，组队前往温岭进行调研。过
程中，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座谈
交流等方式，着力破解温岭全市
港口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困
难，并进行针对性指导。调研组
指出，温岭市港航部门要全力推

进港口建设，提升龙门港区码头基础设施水平和堆存能力，助推经济增
长；要积极沟通省级相关部门，做好岸线报批的准备工作，为交通强市
建设夯实基础。 □金明

台州市港航部门赴温岭调研港航数字化建设情况

台州市港航部门赴温岭调研重大水运工程推进情况

温岭港航：多措并举 持续开展网络安保工作

中
国

风

山海观观
我国启动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行

据介绍，全国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道路 2 万多公里，测试示范区达 17
个、“双智”试点城市达 16 个。截至目前，7
个国家车联网示范区完成了 7000 多公里
道路智能化升级改造，一批搭载自动驾驶
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大量研发
测试验证，部分产品已具备一定的量产应
用条件。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了《关于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前期道路
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基础上，组织开展智
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量
产车型产品上路通行和推广应用。这意味
着，我国正式启动了智能网联汽车的商业

化运行，产业发展迈出关键一步。
“开展试点工作是保障智能网联汽车产

品安全运行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加快提升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技术水平，促进产业生态
迭代优化，加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进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智能网联汽车系统复杂、场景多元，需
要实现人、车、路、云等多要素的融合交
互，相关功能还处于快速发展、不断迭代
的阶段，同时也面临网络安全、数据安全
等风险挑战。当前，部分国家和地区已采
取例外豁免、个案处理等方式对智能网联
汽车产品实施附带限制性条件准入，并持
续探索创新安全监管方式。

《通知》从政策设计、实施指南、安全
评估、安全措施等方面保障试点工作安全

实施，严格限定准入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的
应用场景。试点初期支持少数技术先进、
体系完整、保障措施得当的汽车生产企
业，依托政策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等
基础条件良好的城市开展试点，限定车
型、实施区域和使用主体，并根据车辆运
行、产业和技术发展情况，评估调整试点
要求。

“我们将充分吸收、借鉴国际实践经
验，遴选具备条件的产品开展试点。”工业
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在
引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完善产品安全验
证的同时，要加速形成系统完备、务实高
效的法律法规、管理政策和标准体系，提
高安全保障水平，为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
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据人民日报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
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近
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智能
网联汽车技术创新和推广
应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
环境，有关部门先后发布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管理规范（试行）》《智能网
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
用管理规范（试行）》等文
件，一些地方也相继开放
指定区域的道路测试和示
范应用。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两年来

客货两头旺 跑出加速度
开行跨境国际旅客列车，中外旅客

纷至沓来；国际货物列车越开越密，辐
射范围不断拓展；沿线地区借势发力，
产业发展生机勃勃……2021 年 12 月 3
日全线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客货两
头旺、跑出加速度。

笔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 12 月 2
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420 万人
次，其中国内段发送旅客 2046 万人次；
货物运输 2910 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突
破 600 万吨。货物品类由开通初期的
化肥、百货等 10 多种扩展至电子、光
伏、冷链水果等 2700 多种，货物运输辐
射老挝、泰国、越南、缅甸等 12 个“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极大促进了沿线客流、

物流、信息流的高效交换。
——客运量质齐升，深受民众青

睐。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科学分析客流
变化，精准投放运力，丰富客运产品，优
化站车服务。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
车 51 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 8.3 万人
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
初期的 4 列增至目前的 10 列，普速旅客
列车扩编为 10 辆以上，单日最高发送
旅客 10197 人次。今年 4 月 13 日起，中
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实现中国昆
明、老挝万象当日通达，已累计发送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 9.5 万名跨境旅客。截
至目前，全线每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
期的60多万人次增至110 多万人次。

畅通物流通道，助力经贸往来。中
老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
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列车每
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 2 列增加到
目前的 14 列；开行定点、定时、定线、定
车次的中老铁路“澜湄快线”国际货物
列车达 400 列。积极探索“中老铁路+
中欧班列”等国际运输新模式，老挝、泰
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直达运输时间缩
短至 15 天。加强货运基础设施建设，
万象南换装场建成投用，中老泰铁路实
现互联互通，累计换装货物 101 列、集
装箱3838 标箱。

——辐射效应凸显，助力经济发
展。中老两国铁路部门积极与两国旅

游部门合作，在昆明和万象间开通了多
条旅游线路，推动了中国西双版纳、老
挝琅勃拉邦等地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据云南省旅游部门以及老挝新闻、文化
和旅游部统计，今年 1 月至 9 月，西双版
纳接待游客达到 5409 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达到 73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8%、47%；前往老挝旅游的外国游客达
到240 万人次，同比增长285%。

北起中国昆明，经中国磨憨铁路口
岸、老挝磨丁铁路口岸，进入老挝北部地
区，最后到达老挝万象，全长 1035 公里
的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凸显，
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