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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在浙江渔场海域，数千条
渔船加紧捕捞作业，忙着为年节市
场备货。而这片海域，又是中国江海
联运的交汇区域和国际海运大通
道。大海茫茫，商船、渔船一不小心，
就会发生碰撞事件，酿成悲剧。

商渔船碰撞事件成为涉渔领域
安全防控重点。12 月 17 日，我市推
出防范商渔船碰撞联席会议制度，
研究对策。市农业农村局、宁波海事
局、象山县水利和渔业局出动 8条执
法船，在象山海域开展连续三天的
海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对数十条渔船登船检查，核查安
全设备和船员证书，检查安全漏洞。

问题 商渔船碰撞事件
频发，损失严重

宁波沿海地处南北海上运输大
通道核心，又是中国渔业生产最为
繁忙的区域。这片海域，日均有约
7000 艘次作业渔船与约 4000 艘次
商船在海上交汇。秋冬季节，海上浓
雾、大风天气多发，增加了商渔船碰
撞风险。

今年 1 月 6 日晚，宁波一艘干货
船装载石粉从宁海前往江苏南通，
在象山石浦港铜瓦门水域，与一艘
象山渔船相撞，事故导致干货船沉
没，船上 5 名船员落水，其中 1 人获
救、4 人失踪。2 月 23 日下午，在渔山
岛东北海域，福州籍散货船“东方
盛”与一艘象山渔船发生碰撞，导致

渔船沉没，7 名船员落水，2 人获救，
5 人失踪。

据统计，自 2009 年以来，10 年
间全市共发生涉渔事故 355 起，死
亡（失踪）252 人，其中碰撞事故 151
起，死亡（失踪）134 人。而在这当
中，商渔船碰撞事故有 69 起，占碰
撞类事故的 45.7%，死亡（失踪）107
人，占比近 80%。“渔船一般排水量
为三四百吨，与几万吨排水量的大
型货船、集装箱轮稍一刮擦，很容易
被撞沉，落水船员生存几率很低。”
市渔政部门负责人说。

原因 商船、渔船沟通不
畅，操作不规范隐患多

今年，我市相关部门对商渔船
碰撞事故进行了专题研究、分析。发
现除了“海小船多”，海况、天气不好
等客观因素外，商船、渔船之间彼此

“语言不通”，交流不畅以及船员操
作不规范等人为因素，对碰撞事故
发生有着直接影响。

如上述两起碰撞事故，宁波海
事局在事后调查中发现，涉案渔船
均存在超速航行、未采取有效规避
行为以及未达最低配员标准等问
题。其中一艘渔船在事故航次中，还
发生中高频通信故障，无法与其他
船舶联系的情况。

今年 9 月，海事部门组织奉化
部分船老大与外轮船长“对话”。接
触 下 来 ，双 方 发 现 彼 此 间 语 言 不
通，存在诸多交流障碍，甚至对航行
规则的理解都不同。渔船船老大说，
看到大货轮驶近，心中发怵，担心掀
起的浪头会把船打翻。而那么多的
渔船也让外国商船的船长“发懵”，
搞不清它们是在作业还是航行。商
船、渔船之间沟通联络不畅，缺乏了
解，再加上部分船员防碰撞意识淡

薄、不遵守值班规则或疏于了望，就
会埋下碰撞事故隐患。

“部分渔民存在抢过大船头、
‘博彩头’等不良习俗，危险迫近时
未采取有效避碰措施。”市渔政部门
人员说，其他如渔船船员操作不规
范、不按规定显示号灯号型、职务船
员配备不足等，也是导致商渔船碰
撞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对策 构建管控平台，标
本兼治，推进分航通行

以问题为导向，我市集合多方
力量，搭建新平台，长短结合、标本
兼治，全力做好防范商渔船碰撞工
作。

今年，海事部门在国内率先建
立“宁波沿海商渔安全协作对话平
台”，打破商渔船沟通壁垒，并创新
实施“港口国—船旗国商渔安全信
息 传 递 机 制 ”，覆 盖 约 22000 艘 外
轮，推动商渔警示信息进海图，提升
航海业界对宁波沿海商渔风险关注
度，取得了积极效果。

最近，宁波又推出新举措，由市
政府牵头，建立市防范商渔船碰撞

联系会议制度，集合农业农村、海
事、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以及奉
化、象山两地政府力量，定期会商，
联合执法。建设新型安全监控平台，
实现海事、部门海上船舶监控信息、
救助信息共享互通。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依托渔业互保、捕捞协会、基层
渔船管理组织等力量，谋划建立“宁
波沿海大中型渔船商渔安全自律联
盟”，以行业共治及国际合作为特
色，探索宁波商渔创新机制建设，形
成国际、国内商渔安全领域的“宁波
经验”。

商船走航道，渔船不在航道上
作业，“实施分道通航制，互相不‘见
面’，这将大大减少商渔船碰撞事故
发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如虾峙门航道，是大型船舶进出
宁波舟山港核心港区的主通道和咽
喉之地，但常年有舟山渔船在主航
道水域捕捞，严重影响商船通航及
港口生产。2018年，虾峙门航道因渔
船碍航被迫实施交通管制 77 次，管
制总时长 350小时。该水域渔船碍航
问题如能尽早解决，相当于拆除了
一枚海上交通安全的“定时炸弹”。

10年统计显示，在宁波的涉渔碰撞事故中，商渔船碰撞占到45.7%，
死亡（失踪）人数占比近八成——

防范商渔船碰撞探索“宁波经验”

走基层 践初心

渔政、海事联合在石浦港海域开展安全执法检查。
（余建文 李传斌 摄）

为降低商渔船碰撞事故发生，今年9月，海事部门启
动了“宁波沿海商渔安全协作对话平台”，使渔船和商船
之间的沟通形成常态化机制；最近，我市又推出防范商渔
船碰撞联系会议制度，各方力量定期会商，联合执法，共
同推动宁波平安海域建设。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周敏杰 通讯员袁洁） 受
近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慈溪市匡
堰镇岗墩村老人方久瑞近日血压升
高，身体有些不适，便到村卫生室
求医问药。“以前，我要坐班车去
山下镇卫生院看病，来回一趟需要
大半天。现在，村卫生室不仅有医
生坐诊，还添置了许多新设备。来
这里量血压、配药很方便，医生也
很热心！”方久瑞说。

解决偏远山村居民“看病远”

“购药难”，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
后一公里”。今年，慈溪卫生健康
部门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践行初心
使命，全面推广“五位一体”村级
卫生室建设，试水智慧医疗，让群
众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优质诊疗服
务。“目前，我市 74 个村有了集
眼、口腔、慢病、检验、中医‘五
位一体’保健服务功能的村卫生
室，村民看病配药无须经常往大医
院跑。”慈溪市卫生健康局负责人
说。

借力智慧医疗，横河镇大山村
在今年 10 月设立了浙江省民生实
事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在村
卫生室医生下班后，当地村民可带
上身份证在便民服务点，与横河中
心卫生院或宁波“云医院”的值班
医生现场连线，接受远程会诊，并
可在 24 小时“云药房”购买非处
方药。大山村村民孙杏亚说，有了
24 小时便民服务点，如果在晚上
感到身体不适，也能与医生远程连
线、自助买药了。

享受智慧医疗发展“红利”的
还有岗墩村村民。今年 6 月，岗墩
村卫生室引进干式荧光免疫分析
仪、尿液分析仪等医疗设备，新辟
生化实验室、云诊室等医疗专区，
医 疗 综 合 服 务 能 力 进 一 步 提 升 。

“村里许多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需要定期接受体检治
疗。有了新设备，我和网上大医院
医生可以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医疗
服 务 。” 驻 村 医 生 茹 仲 明 说 ， 现
在，岗墩村卫生室不仅能开展 19
项常规检验，还能提供慢性病监测
服务，及时筛查并发症。原来要在
大医院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
不出村就能解决。

消除农村医疗服务“盲区”，
打造驻村医生“生力军”。慈溪卫
生健康部门今年深入开展“健康送
百村”活动，组织千名医务工作者

“送医下乡”，开展义诊 300 余次，
服务群众约 2.4 万人。为解决农村
卫生室人才“短板”，该市还启动

“大学生村医”定向委培计划，累
计委托高校定向培养临床医学专业

“大学生村医”160 名。

卫生室“五位一体”“云药房”24小时在线

慈溪打通偏远山村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昨天下午，在轨道交通鼓楼
站甬城惠客厅，来自宁波宥远艺
术教育培训中心的小朋友正在进
行公益汇演。当天，由市轨道交
通集团运营分公司主办的“快乐
跨年，喜迎 2020”新年音乐会
精彩开演，吸引往来乘客驻足。
近年来，宁波轨道交通积极打造

“文化地铁”，先后在樱花公园、
鼓楼等重要站点，举办各类文化
活动，吸引更多市民选择绿色出
行。

（徐能 李巧艳 摄）

地铁站里
乐声飘扬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袁
力波 马迎）记 者 从 近 日 举 行 的
2019 中国医改传播高峰会议中获
悉，镇海区人民医院医疗集团选送
的 短 视 频《信 任 与 幸 运》，从 全 国
500 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被国务
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授予
2019“医改好故事”优秀短视频作品
二等奖。这也是浙江省各地卫生健
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参评作品中
取得的最好成绩。

《信任与幸运》取材于一个真实
故事。64 岁的陈先生是骆驼街道清
水湖村人，签约骆驼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清水湖站家庭医生团队。
今年 8 月初，他因胃部胀痛来到家
庭医生处就诊，后转入镇海区人民
医院，确诊为胃癌早期。随后，镇海
区人民医院通过与上海肿瘤医院的

合作关系，邀请该院胃外科专家黄
华教授参与手术。得益于镇海便捷
的家庭医生签约转诊通道和县域医
共体建设，短短 8 天时间，患者在家
门口就完成诊断和治疗。

镇海区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镇海组建了区人
民医院医疗集团和区龙赛医疗集团
两个医共体，按照“分级诊疗”目
标，制定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管理
办法和各级医疗机构就诊疾病目
录，全年区内上转、下转病人 1 万
人次以上。同时，以基层家庭医生
为主导、牵头医院医生为支撑，在
成员单位建立全-专科联合门诊 12
个，向签约患者提供优先接诊、检
查、住院等服务，引导居民积极签
约、基层首诊，目前全区重点人群
签约率 70.16%。

分级诊疗增强居民健康获得感

镇海一“医改好故事”
短视频作品获奖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余姚市
委报道组谢敏军） 在余姚兰江街道
保庆花园小区，居民朱文浩经常守
在垃圾投放点，义务开展垃圾分类
督导。保庆花园是该市第一个实施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生活垃圾的小区，目前居民生活垃
圾投放准确率在 90%以上。这其中
离不开朱文浩等热心居民的默默奉
献。

近年来，围绕“做文明崇德余
姚人”这一主题，余姚市民自发组
织、参与各类文明创建工作，形成
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兰
江街道四明社区有支“相约 5 号”
便民服务队，连续 11 年在每月 5 日
左右，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服务。

“每次活动，我的磨刀服务台前都
排起长队。”队员陈首烈说，服务
队里绝大多数是社区热心居民。据
悉，余姚还将每月 15 日设为全民

“文明行动日”，以一月一主题的形
式，动员全市开展志愿服务、文明

宣教、环境整治、网络文明传播等
六大行动，成为姚城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月推好人线索、季评余姚好
人、年树道德模范，通过身边先进
典型示范引领，感召更多群众崇尚
文明、明德至善。牟山镇青港村
74 岁村民杨岳申眼有残疾，身患
癌症。今年 5 月，他在务农途中挺
身而出，勇救落水妇女林和贞，获
评 9 月 至 10 月 “ 宁 波 好 人 ”。 目
前，姚城已涌现出 204 名“余姚好
人”和 19 个“余姚好人群体”。其
中，76 人入选“宁波好人”，24 人
获评“浙江好人”，10 人荣登“中
国好人榜”。

创设各类文明评价激励载体，
更让“当好人做好事、当好人有好
报”蔚然成风 。 在 “ 道 德 银 行 ”
的基础上，余姚进一步“增值”，
对各级“好人”获得者发放“道
德绿卡”，持卡者可享受免费或优
惠 看 电 影 、 乘 公 交 、 体 检 旅 游 、
购物消费等 300 余项关爱礼遇，实
现“有德者有得”。截至 11 月底，
余姚全市已有 901 人获得“道德绿
卡”。

文明崇德浸润姚城市民血脉

余姚擦亮全域文明底色

本报讯（记者金鹭 通讯员张
超梁 高晓静） 记者前天从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获悉，该院已通过 《科
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国家标
准认证，这在全省科研机构中尚属
首家。

此次宁波材料所通过 《规范》
国家标准的认证范围，涵盖动力锂
电池材料、石墨烯材料、轻质复合
材料、激光表面处理技术、智能监
控系统、碳纤维应用技术、直驱电
机、工业机器人技术、海洋装备与
工程新材料领域的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

《规范》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
同起草，自 2017 年起正式颁布实

施。
从 2018 年起，中科院正式启

动 《规范》 贯标工作。作为中科院
首批知识产权贯标单位，宁波材料
所于 2018 年 8 月正式启动贯标。由
该所各职能部门、知识产权专员组
成的贯标工作组，在各部门协同配
合下，通过调研诊断、体系策划、
贯标培训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明确
自身知识产权方针和目标，发布

《知识产权管理手册》，并于今年 6
月开始运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宁波材料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所将升级科研项目的知
识产权布局体系建设，为自身科技
成果转化的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保
障。

宁波材料所通过
知识产权国家标准认证

昨天上午，宁波中北汽车客运公司党支部、市公交集团、81890星火
公益服务部的志愿者探望了“麻风村”内 22名麻风病康复者，提前送上
新年祝福。志愿者送上毛毯、暖手包、水果、糕点等慰问品，帮忙整理房
间，布置年味厅堂，给老人们理发，表演歌舞节目，还做了两桌可口的爱
心午餐。

（陈结生 吴敏亮 摄）

“麻风村”来了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