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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出海捕鱼期待网联四方

“智慧渔港”为渔民架设海上“防护网”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林建国 俞松

岁末年尾，正是海上冬捕旺
季。在象山石浦港，一艘艘渔船
携带渔获物回港卸货、销售，随
即添加补给，再度出海作业……

渔 港 是 渔 船 、 渔 民 的
“家”。在经略海洋的大背景下，
建设现代化渔港的重要性日渐突
出。随着互联网、5G 技术的普
及应用，“信息高速公路”早已
四通八达，并逐渐从陆地向海洋
延伸，打破了海洋渔业产业的

“信息孤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农业农村部联合编制的《全国
沿海渔港建设规划 （2018-2025
年）》明确提出：以渔港经济区
为平台和载体，加快建设“智慧
渔港”，全面提升渔港管理的信
息化水平。

宁波因海而生，海洋渔业是
我市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市积极利用互联网和
信息科技手段，大胆探索创新，
构建港、船、岸、人“四位一
体”的渔业安全管理体系，“智
慧渔港”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石浦朝天门村一艘渔船在海
上作业时发生故障，船舱进水，在拖
带过程中沉没，船上 6 名船员已被
及时转移到施救船，预计今晚抵达
石浦港。”12 月 24 日上午，象山县渔
港渔船安全救助信息中心副主任朱
昌艺向有关部门通报信息，并将涉
事船只的位置、每名船员的资料等
及时发送出去。“依靠渔船进口港识
别系统和渔船动态管理系统，我们
可以‘看’到渔港和外海每一艘渔船
的位置和动态轨迹，及时发现异常
情况并发出预警。”朱昌艺说。

象山是全国渔业五强县，拥有
各 类 渔 船 3400 多 艘 ，位 列 全 省 前
三，海捕渔业年产值约 100 亿元，在
象山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生产旺季时，每天有 1000 多艘渔船
在海上作业。“东海渔场里，每天有
来自宁波、舟山、台州等地的几千条
渔船在同时作业。渔船出海捕鱼，运
动轨迹并无规律可循，不像在陆地
上，车辆是沿着道路有序行驶的。要
探明每艘船的位置，实施有效监控，
就必须采用新技术。”象山县水利和
渔业局副局长俞设说。

海上作业，与风浪搏斗，特别是
外海捕捞，历来是个高风险职业。
2018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上半年，象
山渔船发生多起事故，对渔业安全
生产敲响了警钟。之后，该县投资
1000 多万元，以技术革命提升渔船
监管水平，拉开了“智慧渔港”建设
序幕。该县在环石浦港区域的铜瓦
门、东门口、下湾门等 6 个口门安装
了渔船进出港识别管理系统，包括
石浦港进出港雷达识别系统和环石
浦港视频监控系统，对进出渔船实
施全天候、全时段、全区域管控。

“这就好比是汽车进出停车场，
每艘船出入口门时，通过船舷编号、
AIS 船舶识别系统和北斗导航自动
识别，即便是小船也能看得一清二
楚。一旦发现涉渔‘三无’船或有渔
船违规出港时，就会自动报警。”俞
设说，渔政执法船接到指令，15 分
钟内就能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大大
提高了执法效率。这套系统在禁渔
期打击违规偷捕和涉渔“三无”船方
面，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环石浦
港 设 置 了 104 个 高 清 视 频 监 控 以
后，今年象山县还在檀头山、东门
岛、崇站岛等地安装了 4 个制高点
高清视频监控，结合公安系统的“雪
亮工程”，组成了港、岸、船一体化视
频监控系统，实现了环石浦港主要

海域的全方位实时视频监控。
雷达识别+视频监控，构成覆

盖渔港的“天网”，这是渔船安全监
管的重要一环。“宁波是台风多发地
区，如果有渔船不听指挥，在台风来
临前不回港避风，或在台风警报未
解除时提早出去捕鱼，就很容易发
生事故。现在有了这套电子围栏系
统，就能点对点盯防。”市海洋与渔
业信息监测中心主任冯辉强介绍，
从 2019 年起，我市在沿海重点渔区
部署建设渔船监测系统，除了象山
石浦港的 6 个监测站外，今年又投
资 250 余万元，在镇海甬江口、象山
乌沙山电厂、大石门山、奉化栖凤及
南山等地建立了 5 个渔业岸台基
站，从而构建了一张覆盖全市 4000
多艘渔船的进出港身份识别网。

渔船进出港“一目了然”，海上
动态也要及时掌握。在石浦镇渔业
安全指挥中心，5 名工作人员每人
两台电脑，通过渔船动态管理系统，
借助北斗导航和 GPS 导航盯着海
上作业船只的一举一动。电脑屏幕
上星星点点，每个三角箭头代表一
艘渔船，点击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
每艘船的位置、过去几天的运动轨
迹及编组情况。周琼琼负责监管石
浦、渔山、高龙、岳头四地 200 多艘
船的动态，她指着屏幕说：“这条中
韩渔业分界线左侧每天有大批渔船
聚集捕鱼，我们得特别留意，如果船
只有越线迹象，得赶紧招呼其回来。
另外，渔船作业都是编组的，倘若发
现有船只脱组，也要及时提醒。”

据统计，去年以来，依靠渔船动
态监控系统，仅象山一地就累计点
验渔船 6 万余艘（次），提醒渔船 80
万余艘（次），有效化解了出海渔船
的安全风险。目前，从渔村、渔镇到
渔区再到市级层面，通过
采用定人联船制度+高科
技的渔船监控、港口
监管系统，我市已初
步构建起一个比
较完善的渔船安
全监管体系，大
大提高了渔
业生产安全
系数。

由岸到船

海上“千里眼”织密安全网
渔业生产把牢安全关，关键在

人。“智慧渔港”建设中，把监管
“探头”延伸到每一艘渔船、每一名
渔民，至关重要。

宁 波 的 外 海 渔 船 共 有 4000 多
艘，主要集中在象山、奉化两地。
俞 设 说 ， 渔 船 捕 鱼 离 岸 两 三 百 海
里，相隔那么远，要及时掌握船上
的 作 业 动 态 ， 了 解 船 员 的 生 活 工
作，同样需要信息技术来帮忙。

象山县渔港渔政管理站站长任
其浩陪记者登上了一艘拖网渔船。
驾 驶 舱 里 ， 除 了 AIS 船 舶 识 别 系
统 、 北 斗 导 航 、 GPS 定 位 等 装 置
外，驾驶台左上角新安装了一个视
频监控探头。“这样的探头，每艘渔
船装了 3 个，分别位于前后甲板及
驾驶舱。”任其浩说，视频拍摄的录
像储存在一个机器里，待渔船快要
进港时，视频资料会自动传输到岸
上监管平台，以便管理部门掌握船
上的作业动态。据悉，目前象山县
已有 1900 多艘渔船 （渔供船） 安装
了这套船载视频监控系统，奉化也
在积极推广安装类似装置。

视频监控设备上船，既是一项
监督，也多了一份安全保障。有一
次，石浦一条渔船出海作业时机舱发
生火灾，当时船员都在甲板上干活，
谁也没有注意到。船长通过视频监
控，发现机舱冒出浓烟，立即组织船
员跑到船头避险，并招呼附近船只帮
忙施救灭火。“多亏有了这套视频设

备，否则就要酿成大祸了。”船长事后
很是庆幸。任其浩说：“有视频，有真
相。我们藉此可以了解船上的生产状
况，以及有没有人值班等细节问题，
排查风险点。海上作业发生事故或纠
纷，也可以通过视频锁定证据，判明
是非责任。”

渔船每次进出港要报告，以前
是填写纸质的报告单，很麻烦，也
容易出现纰漏。近年来，外来的新
船员越来越多，且流动频繁，每年
仅象山一地新培训的渔业船员就有
三四千人，如何“管人”是个大问
题。

去年，象山县在农业农村部进
出港报告系统“渔港通”基础上，
结合当地实际，开发了渔船进出港
报告系统。船老大黄挺说，这个系
统其实是个小程序，在手机上就能
操作。渔船出港前 24 小时，上传每
名船员的个人照片、身份证、船员
证书等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比对渔
船 和 船 员 资 料 ， 使 用 起 来 十 分 方
便。任其浩说，这个小程序有效解
决了渔船“带病出海”和船员无证
上岗问题。今年，在疫情防控的大
背景下，这个小程序在帮助渔船快
速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 8 月 1 日该系统投入使用以来，累
计 执 行 进 出 港 报 告 6.8 万 余 艘

（次），渔船执行进出港报告率达到
100%。目前，这套系统已被省农业
农村厅推广到全省各地。

由船到人

小程序、视频监控堵漏洞

大海茫茫，船与船、船与岸的
信息交互一直是个难点，也是“智
慧渔港”建设下一步攻坚的着力
点。

石浦渔村的船老大吴林祥告诉
记者，目前渔船上普遍装有三四套
通信设备，但兼容度还有待提高。
手机信号，离岸三四十海里就接收
不到了；北斗导航系统，可以用来
发送简单的文字信息；有些渔船装
了利用卫星传输的“海上通”，类
似 于 海 上 的 Wi-Fi， 但 流 量 费 很
贵，“要是发图片、视频，一年流
量费要上万元。”吴林祥说。

市农业农村局渔港渔政渔业管
理处负责人介绍，目前，海上的网
络通信远远不能跟岸上比，根据技
术发展和生产管理需要，未来要实
施宽带入海，构建海上局域网，实
现渔船互联网接入，从源头上解决
海陆信息通道问题。

宽带入海，按照象山的设想是
要建设“三网一平台”，即卫星宽
带通信网、安全生产预警网、沿岸
智慧渔港网和精密智控平台，让渔
船像岸上一样用上互联网，通过网
络，把船载视频、岸上监控等联结
起来，真正实现大数据管理。

目前，已经有科技公司在做这
方面的探索。奉化海上鲜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基于北斗技术自主研发

“海上 Wi-Fi”通信终端，利用互联
网模式搭建海鲜交易平台，并利用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使岸到
船的联系更方便、高效、快捷。据悉，
象山已有不少渔船利用“海上鲜”平

台对接买家、销售渔获物。
俞设介绍，海上局域网建成

后，将对渔船安全监管、事故救助
等带来全新的变化。渔政执法人员
在岸上，通过视频对渔船驾驶舱、
甲板、机舱、厨房等重点部位进行
远程巡查，“连驾驶舱是否有人打
瞌睡都能看清楚，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此外，如果有船员受伤，可
以由医生在岸上遥控指挥应急医疗
救助；与机舱设备相连后，可以远
程诊断、排除故障。渔船捕获的渔
获物，也可马上发到海上交易平
台，及时掌握行情变动信息，提高
渔民收益。

宽带入海，还能让渔民在海上
享受信息时代的便利，丰富业余生
活。奉化桐照村船老大老林说，奉
化的拖网渔船一出海就要四五个
月，船上的生活很枯燥，渔民需要
把电视剧等视频事先录好带上船播
放。“如果能像在家里一样上网看
新闻和追剧，随时与岸上家人取得
联系，那就太好了。”老林对此充
满期待。

“我们计划把大数据分析与船
员管理服务系统对接，更精准地掌
握渔船用工状况，提升船员学习培
训的有效性。”俞设说，基于目前
已建成的“智慧渔港”四个子系
统，搭建渔港综合服务与管理平
台，实现了“治标”的初衷；未来
宽带入海后，集成互联网和物联网
技术，将能实现“治本”的目的，
推动对港、船、人、渔获物的规范
化管理。

宽带入海宽带入海

海上局域网突破信息交互瓶颈海上局域网突破信息交互瓶颈

工作人员通过管理平台察看渔船作业动态工作人员通过管理平台察看渔船作业动态。。

岸船互联，渔获物交易更为便捷。

象山国际水产城码头新象山国际水产城码头新
鲜渔获物上岸分销鲜渔获物上岸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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