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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景

导报讯 日前，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出台《浙江省地方海事辖区内河运输
船舶分级分类动态监管办法（试行）》
（下称《办法》），6月 15日起正式实
施。《办法》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船
舶安全等级为基础，构建了船舶动态
监管、精准执法的全链监管体系，为我
省护航世界一流强港和现代化内河航
运体系示范省建设提供了坚实助力。
《办法》总体呈现四大亮点。

□董雨函 吴迪元

浙江实施内河运输船舶分级分类动态监管

嘉兴完成
首艘长三角通检互认船舶检验

导报讯 6 月 11 日，嘉兴市秀洲区
新塍镇钱码头水上服务区，江苏籍内
河船舶“苏兴达货 5188”船东高金祥
只等了半天时间，就领到了签署好的

《内河船舶安全与环保证书》，通过了
年度检验。这是长三角“通检互认”
试点全面启动以来，首艘在嘉兴享受
到这一便利举措的外省籍内河船舶。

“我的船平时主要跑嘉兴、上海这
边。以前年检，我们得回到位于江苏
淮安的船籍港，一来一回好几天。”高
金祥说，“现在正好在嘉兴运货，船检
证书即将到期，我马上就近向嘉兴市
提出检验申请。没想到半天就搞定
了，快得很。”

嘉兴市港航管理服务中心船检处
副处长魏炳君表示，以前，大多数国
内航行船舶在营运期间需每年在特
定时期返回船籍港接受船舶检验，或

由船籍港船舶检验机构指派验船师
远赴其船舶营运地进行检验。今年 5
月 1 日起，长三角三省一市（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船舶在营
运期间可就近选择区域内地方船检
机构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在长三角区
域船检机构间互认。

试点全面推行期间，主要受理的
船舶为船龄 10 年以内的海船、船龄 12
年以内的内河船，受理的检验种类为
年度检验和临时检验。船东可通过
登录中国海事局“一网通办”平台、中
国海事综合服务系统、“海事通”APP
或者现场申请等几种方式申请检验；
线上申请后，船东需联系预约的船舶
检验机构详细告知船舶停靠地点、船
籍港、船舶类型、检验种类等基本信
息，并与现场验船师确定检验时间。

□记者 王君 通讯员 过昕

6 月 13 日，随着连续阴雨天的结束，施工方在宁波慈溪中横线快速路（一期）工
地上开足马力进行沥青摊铺。中横线快速路（一期）是慈溪“口”字型绕城快速路
的北线，也是慈溪杭湾金融港区块“一横一纵”快速路中的“一横”，并与胜陆高架
设有互通枢纽，可进行快速转换。 □岑闻热

甬江特大桥
首个承台浇筑完成

亮点一：首创船舶安全等级
评定机制。《办法》建立由船舶

“基本资质、交通事故、违法行
为、安全检查、绿水积分、正向激
励、负面清单”等七部分内容共
92 项指标组成的评定标准。运
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对内河运输
船舶实施实时综合质量动态评
定和安全等级划分，将船舶分为
AA、A、B、C、D 五个安全等级，
并以“内河船舶码”等数字化应
用为支撑，实施“一码查询、一码
服务、一码监管”。

亮点二：开创船舶精准化监

管新模式。《办法》按照船舶的不
同种类和安全等级，分类分级差
异化锁定检查周期，普通货船为
2 至 12 个月不等，客运、危险品
运输船为 2-9 个月不等。并通
过优化重塑管理链条，明确启动
船舶安全检查程序条件，解决了

“检查谁、谁来查、何时查”等问
题，变被动粗放的盲查模式为精
准靶向监管，实现船舶监管差异
化、精准化，提高了监管效能。

亮点三：首推船舶分级分类
差异化服务。《办法》积极探索服
务与监管相结合的新型服务形

态，在公共资源使用、评先评优、
过闸调度等方面，对等级高的船
舶实施奖励性引导；在荣誉参
评、过闸申报、实船核查等方面
对等级低的船舶进行了相应限
制，通过政策的正向激励和反向
制约，引导船舶安全航行、诚信
经营。

亮点四：创新应用绿水积分
制。为提高船户环保意识，《办
法》创新应用绿水积分制，明确
了船舶水污染物排放周期、最低
排放量和对应船舶水污染物排
放记分梯度，建立船舶正常排放

船舶水污染物积分兑换奖励机
制，船户通过上交船舶水污染物
获取相应积分分值，积分可用于
兑换享受优先过闸、使用岸电等
便利，从而激发上岸交付污染物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办法》出台是浙江交通运
输行业深入推进三个“一号工
程”重要举措，是长三角海事一
体化融合发展的重大突破，为我
省交通运输行业构建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提供了重
要的制度支撑。

导报讯 6 月 12 日，浙江交通集团
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目甬江特大桥首
个承台浇筑完成。这座世界最大跨径
三塔不对称斜拉桥已经破土而出，进入
主塔施工阶段。

“现场 15 辆罐车循环运输，50 余名
工人轮班作业，管理人员全天在岗值
守，累计使用钢筋 400余吨，浇筑混凝土
4500立方米。”项目负责人介绍，甬江特
大桥施工现场连日来昼夜不停、抢晴战
雨，顺利完成主墩全部桩基浇筑和首个
承台浇筑，全力打好汛前节点攻坚战。
面对承台结构规模尺寸大、混凝土内部
温度控制严苛等难题，建设团队不断优
化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采用冰屑降温技术
生产，同时引进智能温控和注水冷却循环
系统，有效避免承台因混凝土内外温差而

产生裂缝，确保工程内实外美。
甬江特大桥是杭甬复线宁波三期项

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上跨镇海港区及
甬江入海口，穿越油品化工储罐、油气
化工作业区、危化品仓库和繁忙的通航
水域，施工安全管控面临极大的挑战。

为此，项目优选施工单位和设计方
案，采用中交路建与浙江交工联合承建
模式，设计为主跨 540 米+570 米三塔不
对称斜拉桥。项目结合复杂的桥位特
征，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估指标
体系，为专项风险评估、施工组织设计
提供坚实依据，优化总结出一套复杂港
区条件下实施性施工组织方案，实现严
格管控、定道通行、全封闭施工，最大
程度减少对港区正常作业的影响。

□记者李晓玉通讯员毛文峰陈芊

（上接1版）

共配中心覆盖整个岱山地区包括
长涂、衢山等较远悬水小岛的快递物
流，日均分拣 2.5 万件快递，面对如此
庞大的运转量，王伟跃胸有成竹，“目
前共配中心工作量离饱和状态还很
远，快递‘当日达’完全没问题。”王伟
跃的信心和岱山日渐成熟的县乡村
三级物流节点体系密不可分。

今年以来，岱山县交通运输部门
整合要素资源，引导其他品牌快递企
业入驻，打造起县级共同配送中心，
对快递包裹进行集中高效处理。同
时，将具备条件的客运中心、客运码
头、乡镇运输服务站改建为客货邮融
合乡镇综合服务站，改造一批“多站
合一”客货邮融合乡镇综合服务站，
实现货物和邮快件中转，并融合客
运、电商、农产品代销代购、便民服务
等功能。此外，深入物流体系末梢，
选取一批群众需求大、运作基础好的
村级物流点，与乡镇综合服务站快速
衔接，由村级服务点进行派发。截至
目前，该县已建设完成 1 个县级共配
中心、5 个“多站合一”客货邮融合乡
镇综合运输服务站、35 个“一点多能”
村级物流服务点，三级物流环节高效
配合，打通海岛快递物流进村的“最
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
公里”。

客货邮融合让农村物流加速“跑
起来”，实现了多方共赢。作为“快递

进村”的最后一站，高亭镇石马岙村级
物流服务点的负责人余刘东感触颇
深，“我们是最早一批依托自己经营的
超市建立起客货邮服务站点的，村民
取件再也不用跑几公里，也不会丢件
了，我们工作量也没有增加多少，店里
的客流量明显变大，村民在取件的同
时顺便从超市里捎点东西，增加了我
的收入。”

而作为海岛县，岱山本岛外还有
诸多悬水小岛，如何把快递快速省力
地送到岛上以及岛上偏远村落，是岱
山面临的另一挑战。“传统的物流模
式‘只到镇不进村’，以前偏远村里的
老年人取快递，要到镇上来，或者托
人去取，一个快递拿到手需要一两
周。”岱山县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负
责人介绍，岱山在“多站合一”“一点
多能”等站点融合模式基础上，通过
公交车、通村班车实现线网融合，作
为部分物流快递不能直接收发至村
的补足。

截至目前，岱山已开通衢山客运
中心至皇坟基村等 6 条客货邮合作线
路。其中，针对离岛及岛上偏远村
庄，岱山县交通运输部门依托“水上
客运+客运通村班车”推出“水陆联
动+”模式，先由客船将快递送至衢
山、长涂等未通车岛屿，再由通村班
车将快递送进村，解决部分村庄快递
投送的难题，降低快递企业进村的成
本压力。

□记者 江天 通讯员 杨朴

偏远海岛的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取到快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