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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智慧港口、智慧航道建设

是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

节，也是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的应

有之义。

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加快智

慧港口和智慧航道建设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7 年，全国港

口和航道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运营

管理和对外服务智慧化水平全面提

升，建成一批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和

智慧航道，并提出 25 项具体任务，助

推我国航运业数字化发展。

我国智慧港口、智慧航道建设进

展如何？进一步提升行业智慧化水平

应从何处发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自动化技术水平
和应用规模、智慧船闸
总体技术水平等位居
国际前列

东海之滨，岸线绵延。宁波舟山

港梅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汽笛声阵阵，

远 洋 巨 轮 列 队 入 港 ，桥 吊 作 业 有 条

不紊。

高效运转，得益于智能改造。步

入梅东公司大楼，一座数字化港口清

晰显示在可视化系统大屏上：3 公里

外，50 多米高的桥吊驾驶室内空无一

人，只需“远控大脑”下令便能轻松抓

放箱体；黄色图标对应的堆场集卡，则

可通过“5G+北斗”实现实时调度。

“2016 年开启智能化之路以来，梅

山港区一步一个脚印。”宁波舟山港负

责人介绍，如今梅山港区已拥有全球最

大规模远控自动化设备集群，能够支撑

千万箱级码头作业；预计今年 6月，由国

家电网浙江电力投建的风光储一体化

项目，将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绿电智

慧化将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视线西移，黄金水道上，长江干线 2688 公里航道实现电子航道图全

覆盖，汉江、赣江、信江等支流 2051 公里航道电子航道图已建成……方寸

绘大江，手掌纳山河，数字化有力支撑长江航运发展。

从点到线及面，“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逐步成为水运高质量发展的亮

丽名片，一些领域已实现‘领跑’。”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说。

看港口，自动化技术水平和应用规模保持领先。目前，我国已建成

18 座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在建（含改造）自动化码头 27 座，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已建和在建规模均居国际前列。同时，全面掌握自动化码头设计建

造、装备制造、系统集成和运营管理全链条的关键技术，基于 5G 技术的新

一代自动导引车、无人集卡等智能运输设备率先投入应用。

看航道，数字化、智慧化进程不断加快。智慧船闸总体技术水平位于

国际前列，通航调度、安检、监测、运维、服务智慧化水平不断提高；已建电

子航道图里程达 1.7 万余公里，发布里程超 5700 公里；部分内河高等级航

道可实现航标、水位、航道工作船等基本要素在线快速采集和自动化、实

时化、立体化监测。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港口生产、
航道养护等智慧化

在上海港，货物装卸已全部实现远程操控，自动导引车等智能运输设

备得到规模化应用；在黄骅港，堆取料机、翻车机实现远程控制，抓斗门机

等自动化改造也逐步应用；在西江航运干线、嘉陵江等跨省份航道，通航

建筑物联合调度成为可能。

“目前，我国部分港口和航道的设施设备相对落后，总体生产运营效

率仍有待提升。”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说，“从全国来看，各地区

港口和航道智慧化水平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港口为例，上海港、

青岛港、宁波舟山港等国际枢纽海港的智慧化建设进程相对较快，但相当

一部分沿海港口还有差距，内河港口智慧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总体与上

述港口差距更大。

针对上述问题，《意见》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港口和航道发

展条件及功能定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建设重点与路径。

同时，《意见》明确了相关任务要求——

在港口方面，聚焦推进生产智慧化。加快推动上海港、天津港、青岛

港等具备条件的国际枢纽海港和内河港集装箱码头自动化建设或改造，

加快推动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具备条件的干散货码头“翻”“堆”

“取”“装”“卸”等全流程自动化改造。同时，推进港口岸电信息系统建设，

鼓励清洁能源多能互补及设备迭代升级。

在航道方面，重点推进养护智慧化。推动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

京杭运河等建设完善航道智慧养护管理系统，全面推广航标遥测遥控、水

位遥测遥报技术应用，推进高等级航道船闸智慧化升级。

在推进航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意见》还提出要加快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线、京杭运河以及水网地区高等级航道智能感知网建设，提升

其他内河高等级航道的限制性桥梁河段、重点滩险河段、通航建筑物等智

能感知水平。

港口和航道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水平、数据
资源整合和综合治理力度有待提升

加快智慧港口、智慧航道建设，夯实数字底座是重要基础。需要通过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口和航道的智慧化生产运营管理服务提供

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支撑。

在大连港，通过设置多个室内外环境监测点，全面集成码头相关的水

质、用能、空气质量、气象等环境要素数据，有力助推港口绿色发展。在长

江航道，干线基本形成全面覆盖航标、水位、船舶、地形等要素的智能感知

网，航道条件大幅提升。

“从全国范围看，港口和航道信息基础设施能级水平还有待提升，数

据资源整合和综合治理力度仍需加大。”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有关负责人

说。以长江航道为例，尽管信息化推进较快，但仍存在行业数据共享不畅

等问题。此外，航道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软件功能无法满足应用

需求，亟待升级完善。

《意见》提出，推进港口和航道智能感知设备部署应用，加快重要港区

和高等级航道智能感知网建设，推进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同时，提升

行业数据共享水平，推动打造数据、服务、算法为一体的“数据大脑”。

“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不仅是加快建设智慧交通的先行领域，也是交

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负责人表示，作为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程，下一步将推动建设一批智慧港口和智慧航道示范项目，深

化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加快推动航运数字化转型。

二
十
五
项
具
体
任
务
聚
焦
智
慧
港
口
、智
慧
航
道
建
设

基
础
设
施
﹃
加
数
﹄

航
运
发
展
﹃
提
速
﹄

本
报
记
者

韩

鑫

■政策解读R

“ 插 秧 啦 ——”循 着 兴 奋 的 声 音 瞧

去，只见一台插秧机正顺着平整的机耕

路开进稻田。大嗓门的驾驶员驾驶着农

机，操作熟练，一个来回，12 行秧苗已整

齐稳当插入田中。驾驶员名叫陈列正，

37 岁，当过兵，后来回乡务农，如今是广

西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南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

农 机 的 取 秧 器 飞 转 ，田 里 的 水 花 四

溅 ，嫩 绿 的 秧 苗 挺 立 ，孕 育 着 丰 收 的 希

望。“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插秧。”

3 月 15 日至 21 日，钦州市早稻插秧面积从

8.59 万亩增至 37.75 万亩，秧苗快插的背

后，是集中育秧技术的推广。

在 屯 南 村 智 能 化 育 秧 基 地 ，一 台 名

为“水稻精准机插播种流水线”的机器忙

碌运转，供盘、装土、条播、淋水、覆土，各

环节井然有序。陈列正介绍：“基地 2 月

份刚建好，一天能出 6000 个秧盘，一盘播

种 3000 粒。”

在基地务工的林庆海，今年 58 岁，每

天的工钱 200 元左右。种了一辈子地的他

看着秧盘下了机器直接进催芽间，直感

慨：“智能化育秧既省人工又省地，以前想

都没想过！”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韦戴卓介绍，

全市已建成 5 个区域性水稻产业中心，都

配有全自动智能化育秧大棚，安装了水肥

药一体化喷灌设备等自动化设施。水稻

抗倒伏高产优质品种、水稻机械化精量直

播高产高效轻简技术等积极推广，水稻生

产增密增穗行动、水稻玉米高产攻关行动

等正在开展。

修 建 田 间 道 路 、完 善 灌 溉 和 排 水 系

统、推广绿肥还田……随着高标准农田建

设推进，路相通、沟相连，碎田变整田，大

家种粮热情日渐高涨。“以前只种晚稻一

季稻，现在村里的早、晚两季稻突破 1300
亩。”陈列正说，“秧好一半稻，地肥产量

高，我对今年有信心！”

目前，中央和自治区共计下达稳粮扶

粮补贴和项目资金 40.07 亿元，助力广西

各地有序开展春耕备耕，早稻已育秧可插

大田面积 748.35 万亩，完成维修、保养农

机 75 万台，预计投入春季农业生产的农机

具数量将超 170 万台。

人勤春来早，忙碌正当时。陈列正更

是闲不下来：“育秧基地 3 月 6 日接了一个

大单，为 6000 亩农田供应秧苗。村里还要

继续推进‘小田并大田’。”他摊开“屯南村

农田规划图”，总面积超 83 亩的 36 块耕

地，将在今年内变成一块大田。

图为钦州市钦南区黄屋屯镇屯南村

春耕生产示范基地，插秧机在田间进行机

插作业。

苏俊铭摄（人民视觉）

广西钦州市屯南村应用智能化育秧、建设高标准农田

“秧好一半稻，地肥产量高”
本报记者 张云河

■春耕进行时R

本 报 北 京 3 月 24 日 电

（记者申少铁）记者近日获悉：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

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

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要求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国家卫生应

急队伍管理工作，提升突发事

件卫生应急能力和处置水平。

管 理 办 法 在 队 伍 管 理 方 面 明

确，将队员数量最低要求从 30
人提升至 60 人；要求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接到指令 2 小时内完

成各项准备。

管理办法具体有四方面特

点：完善全国卫生应急队伍体

系，强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中医药主管部门、疾控主管

部门）都要加强卫生应急队伍

建设；强化实战化训练演练，注

重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着

力提升队伍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和效率；卫生应急队伍要加强

医防协同，完善医防协同机制；

完善队伍管理。

在 卫 生 应 急 队 伍 管 理 方

面，队伍类别在原有紧急医学

救援类、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

类、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类、核和

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类的基

础上增加了重大疫情医疗应急

类、中医应急医疗类，同时对各类队伍能力最低标准

作出规定；新增队伍参加巡诊、向公众普及紧急医学

救援知识和技能等相关要求；明确队员执行任务期

间保障的相关要求；新增国家卫生应急队员誓言。

根据管理办法要求，国家卫生应急队伍主要由

卫生应急管理人员、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技术保障和

后勤保障人员构成。应急管理和医疗卫生专业人员

每队 30 人以上，设队长 1 名，副队长 2—3 名，每支队

伍配 30 人以上的后备人员。

在队伍功能方面，紧急医学救援类队伍每天能

开展 20 台损伤控制手术，每天能接诊 200 名急诊和

门诊患者，开设 20 张留观病床，重点加强创伤处理

能力，能实现 14 天自我保障。重大疫情医疗应急类

队伍，每天能完成 1000 人次以上的实验室检测，每

天能接诊 200 名门诊患者，具备 5 例以上重症传染性

疾病患者的紧急处置能力，具备隔离转运能力和流

行病学调查能力，能实现 10 天自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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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生态修复治理后的平整土地为农业

拓展了空间。兰州新区建成小麦、玉米、

蔬菜等 20 万亩的“六大规模化种植基地”

和 10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 1 亿枝鲜切

花、2 万头奶牛养殖、200 万吨粮油加工及

50 万吨粮油储备等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支

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提升。

兰州新区利用新增的产业用地，规划

29 个专业化产业园区，促进优势产业的集

聚发展。同时，通过新增的城镇用地，成功

安置生态和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群众，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深挖潜能，发展绿色化工

踏入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工程车

辆在园内穿梭往来，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

着。厂房鳞次栉比，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然成熟。

依托良好的石化产业基础，兰州新区

于 2018 年启动规划面积达 150 平方公里

的绿色化工园区建设，重点发展精细化

工、专用化学品以及化工新材料等领域，

围绕石化产业链延伸、专用化学品等产业

链条，全力打造产业链完整、承接产业转

移基础好的全国高质量绿色化工园区。

“我们专注于定制加工专利期内的农

药中间体项目，为国际农化公司提供优质

服务。”在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内的专

精特新化工产业孵化基地，雅本化学旗下

兰州雅本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剑

介绍，“车间主要进行生产投料、工艺反应

等工序，在各个环节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和

人员安全，有效避免了人员接触、物料外

泄等风险。公司投产不到半年就成功达

到规上企业标准，随着未来产能的提升，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工

作，努力在碳排放和绿色环保方面迈上新

台阶。”

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

张亚飞说，目前兰州新区绿色化工园区

已成功引进了 200 多个产业项目，涵盖高

纯电子化学品、高纯同位素试剂、航天特

种材料、新型原料药等领域，总投资超过

600 亿元；成功落地的产品超过 1000 个，

超过 220 个产品出口外销。园区过去两

年规上工业产值实现连续倍速增长，未

来 5—10 年内，计划培育和发展 500 家专

精特新企业，同时力争产业项目的投资

和产值均超过 1000 亿元，实现每年纳税

和利润均达到 100 亿元以上的目标。

创新驱动，积蓄绿色动能

来到兰州新区重离子应用技术及装

备制造产业基地，制造车间回荡着机器运

转的声音，先进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设备

的关键部件在机床上“精心雕琢”。这里

的重离子装备由兰州科近泰基新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制造，拥有设计、生产制造、安

装 、调 试 、检 测 以 及 运 维 服 务 的 全 方 位

能力。

“我们的设备在全球技术领域处于领

先地位，加速器将电能转化为粒子运动的

动能，该过程需要提供真空环境和施加磁

场以控制粒子轨道。在治疗中，粒子高速

运行，必须精确控制轨道，并在每一圈的

同 一 位 置 施 加 高 频 电 场 为 粒 子 不 断 加

速。该加速器实际上是几十个门类工业

产品的集合，应用了工业领域的顶尖技

术。”科近泰基副总经理杨文杰说。

2020 年，科近泰基生产的我国首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在

武威投入临床应用。运行以来，已有来自

各地的 1000 余名患者接受治疗，而且治疗

后部分病种生存率显著提高。

据介绍，该设备造价约 7 亿元，高度

相当于七八层楼。杨文杰说：“我们正在

研发下一代小型化设备。新设备占地约

1000 平方米，仅为原设备的 1/3；采用新

的超导技术，使其更加节能、更加紧凑，

但性能仍与原设备相当，甚至在某些参

数上有所提升。比如，引入了旋转照射，

不再受限于固定角度，可以通过不同角

度进行照射。除了性能相当于国际同类

型装置外，我们还具有更高的开机率，为

患者提供更多治疗时间，提供出色的运

行维护服务。”

在兰州新区甘肃海亮新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的铜箔生产车间内，高大的智能桁

架不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预警铜箔烘

烤完成；设备状态指示灯的微光不停闪

烁，智能物流传送带不断将分切好的铜箔

传送至包装车间……1 吨多重的铜箔卷，

经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做好设置，就可以实

现自动上卷、下卷、烘烤、分切，直至送去

包装仓库。每台生箔机上都有面密度检

测仪，可以帮助操作人员更精准地做好过

程监控和品质把控。

每个机台的产量、良率及瑕疵检测等

生产情况都在车间大屏上显示，可实现

“一屏可视”和实时更新，让车间管理者也

能精益化管理、精准化决策。

高性能铜箔的生产技术同样让人眼

前一亮。“现在批量生产的高性能铜箔已

经达到了 4.5 微米的水平，最薄可达到 3.5
微米，主营产品为 6—8 微米。在技术发展

上，4.5 微米成为整个铜箔行业的门槛和

界限，我们在去年 10 月左右突破了这个界

限并成功实现批量应用。”甘肃海亮新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数字

化应用研究所所长张伟博士说。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兰州新区

已累计实施新材料项目 69 个、总投资 614
亿元，建成投产 53 个、完成投资 230 多亿

元，形成了新能源材料产业链；引进 160 个

装备制造项目，总投资 620 亿元，建成投产

78 个项目，完成投资 260 亿元，包括大科

学装置、重离子一期等项目。

“兰州新区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积极构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产业体系，

重点发展绿色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

主导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在连续 3 年高位

增长的基础上，2023 年依然保持两位数增

长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5.3%，工业用电量增长 103%，形成了明

显的产业集聚效应。我们将继续稳中求

进，脚踏实地，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

色。”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左龙说。

3 月 22 日，河南省沿黄高速公路孟州市赵庄蟒改河工区，施工单位正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该项目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重

点工程，建成后将助力完善中原高速路网结构。

白水平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