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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新的航行、生产安全提示，今天咱们一起学
习下。”22日上午，在胶州市东营渔港，胶州市海洋发展服
务中心渔政渔港科工作人员将安全资料送到了正在此补
给的鲁崂渔60073 船上，并现场给船员们讲解起来。近
日，胶州市东营渔港通过了2022—2023年度全国文明渔
港复核，胶州市通过了2022—2023年度全国渔业平安示
范县复核。荣誉的背后，是胶州市海洋发展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坚持不懈地付出。

此外，在2022—2023年度全国渔业平安示范县复核通
过名单中，除了胶州市，青岛市还有崂山区在列。2022—
2023年度全国文明渔港复核通过名单中，除了东营渔港，
青岛市还有沙子口渔港、积米崖渔港。

距离船员最近的办公楼

22日上午，青岛早报记者来到东营渔政渔港办公楼，
这里距离海边只有几十米距离。“十几年了，办公楼一直在
这里，这样能最大程度方便渔民办理业务，也能让我们以最
短时间到达停靠在这里的每一艘船上开展业务。”渔政渔港
科科长崔勇告诉记者。

渔政渔港办公室建在码头上，对于工作人员来说意味
着每天要来回奔波半个多小时上班，而且码头偏僻，各种条
件都不方便。但是，驻港服务对渔民的好处却显而易见。

今年春天，两艘捕捞船的捕捞许可证即将到期，但两名
船长忙着准备出海把这事给忘了。“船员也招齐了，各种物资
也准备好了，要出海才想起这码子事来。”崔勇介绍，两名船
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要办理新的捕捞许可证，准备材
料就需要两三天，可是多停一天损失就多一天。看着两名着
急的船长，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放心出海，许可证的事他们来
办。“两名船长委托各自的家属跑村里的材料，我们跑市里和
省厅的审核。”渔港渔政科工作人员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事情，
在最短时间内办好了捕捞许可证。两名船长出海归来后，各
自送了一面锦旗，表达对渔港渔政科工作人员的感谢。“要是
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耽误海上捕捞不说，单
是在港的成本以及许可证过期的处罚我们就受不了。”两名
船长发自内心地表达了感激之情。

因为靠得近，情况熟悉，船员们很多事情往往给渔港渔政
科工作人员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或者上岸后走几步就可
以办理。“我们在这里办公，上下班多跑了腿，但从船员们的角
度来看，他们省了腿，不用再跑到市里去办业务。”崔勇说。

为了安全不怕渔民嫌他“唠叨”

安全是天大的事情，船只在港，渔港渔政科工作人员可
以早叮咛晚嘱咐，随时上船提醒、检查，但是船只出海，情况
就不同了。“海上气象条件复杂，生产情况也是复杂多变，渔
船出去就像飞出去的风筝，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们

‘抓’紧安全绳，绝不松手。”崔勇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有时我们嘱咐的事情，船员们嘴上答
应得好好的，但是一转身就忘了。亲情最能打动人，我们就
走‘渔嫂’路线。”崔勇介绍，他们经常到渔民家中，向“渔嫂”
们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再请“渔嫂”通过“枕边风”形式向丈
夫“宣讲”，效果就好了很多。

天气转冷，渔民为了取暖，会在船上使用电炉子、电热
毯、电暖风等物品，而这些都存在安全隐患。渔港渔政科工
作人员会在微信群里通知渔民注意用电安全，或者通过电
话直接联系。近期青岛降温，还有大风，海上船只必须返岗
或到就近港口避风，崔勇和同事在微信群里发了多次提醒，
并要求所有船只回复。记者看到崔勇手机里的“渔船联络
群”里相关通知一连发了3次。“重要的事情要说3次。”崔勇
笑着告诉记者，为了安全，他不怕渔民嫌他“唠叨”。

东营渔港位于胶州湾西北岸、大沽
河入海口处，胶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辖
区内，东临城阳区，南临西海岸新区，是
一处自然河道型渔港。全长1484米，港
区陆域面积 19.19 万平方米，水域面积
22万平方米，港池平均水深3.5米，最大
水深6.5米，最大避风等级为10级，是渔
船避风的天然良港。渔港可停泊渔船
400余艘，是国家一级渔港。

记者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大沽
河入海口附近北面一段开始形成码头，
当时的胶县营海、沽河、和平3处乡镇
的渔船及大沽河东岸崂山县河套乡的渔
船在此进出。“20世纪90年代时码头开

始扩建，2006 年左右又新建了一段，形成
了现在的格局。”崔勇介绍。

1990年8月，当时的农业部“关于公布
沿海首批确定的279 个渔港名称的通知”
中，胶州东营渔港名列其中。2020年9月，
东营渔港入选第一批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
定点上岸渔港名单。2016年，东营渔港在
全省首批完成了渔港认定工作，2017 年 1
月被评为全国文明渔港。2020 年胶州市
被评为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

目前，胶州全市有捕捞渔船242艘、辅
助渔船 37 艘、养殖船 62 搜，涉渔村庄 10
个，从事海洋渔业捕捞公司1家，渔业合作
组织5家。

记者了解到，为了推动渔业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向好，胶州市海洋发展服务
中心构建了“1+6”保障体系。在坚持党
建引领前提下，从组织、法律、监管、技
术、技能、情感等6个方面着手，补齐渔
业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全
年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安全生产培训 4
次，培训人员 3500 余人。组织开展“党
建引领抓安全、问计送策进渔家”主题实
践活动，对8个渔业村、6个渔业组织开
展宣讲，累计发放宣传材料1000余份。

动态监管，多级联动，聚力保障渔船
安全。进一步落实渔船三级包保责任
制，在“一船一档”“一人一档”台账基础
上多级联动，构建严密的渔船管控网络，
实现“责任清晰、分工明确、反应迅速、召
回及时”的监管目标。承办了青岛市海
洋渔业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
海洋渔业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开展“渔政亮剑 2023”系列专项执
法行动。做好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
动，联合渔政、海警实时开展执法检查，

全年查获“三无”渔船7艘，“三无”泡沫筏
18艘，地笼2560多套，全部依法拆解，对休
渔期违法捕捞行为坚决制止打击。制定了
2023年《胶州市水产品质量和水生野生动
物执法检查方案》，联合市场监管局对水生
野生动物养殖企业进行了5次联合执法，
杜绝水产养殖违禁药物使用。深入开展

“商渔共治2023”专项行动，加大对职务船
员配备不齐、普通船员人证不符、临水作业
不穿救生衣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整治力度，
全年共立案查处渔业安全相关案件37起，
有效震慑各种涉渔违规违法行为。

加强海上实时监控系统建设。全年对
370 艘渔船通导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渔船
出海期间通导设备正常使用。2023 年按
照《青岛市渔船“插卡式AIS”工作方案》工
作要求，完成全部298台设备安装，同时加
快推进北斗3代终端设备更新换代工作。

做好渔船检验和更新拆解。上半年，
共完成胶州市木质渔船营运检验82艘次，
玻璃钢船检验30艘，拆解淘汰养殖渔船44
艘，进一步消除了渔业安全生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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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市海洋发展服务中心渔政渔港科工作人员向渔民了解生产安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