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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正青春
赣 鄱 青 年 好 榜 样

近年来，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认真

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强

化源头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南昌市

交通运输局立足全市内河水运污染防

治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对标对表，重点

部署夯实污染治理基础，明确时间节

点，制定工作措施，逐级逐层压实整治

责任。该局通过开展“船舶港口污染问

题大排查整治行动”“船舶港口防污染

专项执法行动”“生态环境保护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等行动，对船舶和港

口污染防治进行排查梳理，形成问题清

单，把污染防治做实、做细、做精，形成

规范化、长效化管理新局面，让南昌的

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在深入实施强

省会战略中充分彰显省会担当。

一江碧水向东流一江碧水向东流 绿色发展谱新篇绿色发展谱新篇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加强内河水运污染整治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加强内河水运污染整治

减少船舶污染
水陆联动开创防治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

检验。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进入高质量发

展期，内河水运污染整治迫在眉睫。

要打好内河水运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度设

计必须先行。在南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南昌市交通运输局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联

合全市多个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为南昌市

内河水运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

动方向。各相关单位明确责任，劲往一处使，

努力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目标。

为全面推进南昌市船舶和港口的污染物

接收、转运和处置工作，提高南昌市船舶和港

口的污染物接收处理能力，保护南昌市内河水

域的环境质量，南昌水投港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成立全资公司“南昌联帆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作为运行主体，配套各港口码头，开展船舶

油污水、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接收。南昌县和

新建区分别建设了姚湾、象山船舶污染物接收

站，整体服务于南昌港范围内赣江所有码头及

停靠趸船，对所有途经、停靠、航运的船舶所产

生的废油水、生活污水和垃圾进行回收，保证

在全长约 40 公里的航道范围内船舶所产生的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废油水不再对赣江直接

排放。目前，南昌港船舶的油污水、生活污水

和垃圾实现 100%处理处置，达到污染物接收、

转运和处置的全流程管理。

除了岸上设立污染物接收站，船上同样增

设了污染物处置装置。截至 2021 年底，按照相

关要求，南昌市 174 艘 400 总吨及以上船舶、39

艘 400 总吨以下船舶均完成安装船舶生活污水

收集或处理装置；218 艘船长 20 米及以上，主、

辅柴油机总功率 22KW 及以上船舶全部安装防

止油类污染设备；244艘船舶全部配置生活垃圾

收集容器，防止垃圾污染配置率为 100%。

整治非法码头
规范运营共抓岸线大保护

早在多年前，南昌市大部分码头都是露天

作业，场地往往堆满货物。由于基础设施落

后、环保不达标，码头天晴时扬尘四起，下雨时

污水横流，特别是一些非法码头，污染物直排

赣江，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为彻底改变这一局面，2019 年开始，南昌

市全面开展非法码头大整治，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南昌市

非法码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南昌市交

通运输局牵头组织人员深入港区一线，进行拉

网式排查，建立了“一河（湖、江）一台账、一企

一台账”，督促东湖区、南昌县、经开区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积极开展整

治行动。

经过努力，南昌市共拆除取缔类码头 34

个，破除地面 34 万平方米，完成土方精平约 40

万平方米、土方量约 20 万立方米，撒播草籽 40

余万平方米，码头拆除后全部进行了复绿，消

除了取缔类码头营运造成的粉尘污染，港口航

运秩序彻底规范，行业形象明显提升。

非法码头被拆除后，南昌市 13 个码头全部

具备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并与第三方签订了

转运协议。2020 年，南昌市投入资金 860 余万

元，完成码头防污染设施设备的改造提升，主

要包括：污水防治方面，码头前沿全部做挡水

墙，防止污水流入赣江；设置截污沟和沉淀池，

对污水进行收集；对未能接入市政管网的码

头，要求码头企业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装置，

对生产性污水进行处理。通过上述改造，码头

生 产 性 污 水 基 本 做 好 全 收 集 、全 处 理 、零 污

染。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改善散货码头的装卸

工艺，直接将散货从船上吊到码头作业面，再

用铲车将散货铲到车上，货物不落地，并增加

大型扫地车定时清扫地面；码头安装雾状喷淋

系统，定时进行降尘作业，有效抑制了扬尘；货

运车辆覆盖冲洗全到位，未覆盖的车辆禁止驶

离码头，未冲洗的车辆禁止驶离码头，有效防

止货物撒落，减少路面扬尘。

打造绿色港口
岸电建设拓展服务新内涵

作为绿色港口建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南昌市积极推进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与使用，对

新建、改建、扩建码头工程（油气化工码头除

外）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用岸基电源替代

柴油机发电，岸电设备直接对船舶进港停靠后

免费供电。

截至今年 6 月底，南昌港现有 11 座码头（2

个危货码头除外）已建设港口岸电设施共 32

套，其中集装箱码头已按要求全覆盖。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底，南昌港靠港船舶共使用

港口岸电 6437 艘次，使用岸电时间共 12398.7

小时，使用岸电电量 8926.86 千瓦时。

在船舶岸电系统受电设施改造方面，2021

年，南昌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协调 14 家航运企

业，完成了 40 艘船舶进行受电设施改造，申请

中央补助资金 252 万元。今年 6 月，提前完成

了 27 艘船舶受电设施安装任务，为船舶使用清

洁能源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优化提升岸电服务水平方面，南昌市加

强船岸信息共享，要求港口企业将码头岸电设

施技术参数信息、收费标准等通过网站、码头前

沿指示牌等渠道向社会公开。船舶在靠港前要

向港口企业告知船舶受电设施情况，港口企业

要将具备受电设施的船舶安排在有相应供电能

力的泊位停靠。此外，港口企业、岸电供电企业

和水路运输经营者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推动岸

电使用。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加强了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了岸电服务制度，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在岸电建设和使用监管方面，南昌市交通

运输局在港口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竣工验

收、港口经营许可等管理以及现场检查中严格

把关。南昌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机构结合文书

查阅等现场检查方式核查辖区内船舶受电设

施安装和使用情况，对在南昌港靠泊 2 小时以

上但未按规定使用岸电的船舶依法进行处理。

实现移动互联
数字监管落实新发展理念

作为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

强化长江干线船舶水污染防治，推动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长江干线船舶水污

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船 e行）是长江

干线唯一的船舶水污染物处置信息平台。

近年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全面推进“船 e

行”布局建设，要求各港口企业（接收单位）建

立防污染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等相关制度，并

安排专人负责登记船舶污染物台账，更新系统

数据；同时，与有资质的第三方签订污染物转

运处置协议，确保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全

过程达到闭环要求。

2020年 12月，“船 e行”在南昌市开始运行。

在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和各级相关部门的联合推

动下，全市 2座污染物接收站、13个营运码头、12

个转运单位、144艘正在营运船舶，以及港航（海

事）监管部门已按要求全部注册“船e行”账号。

根据要求，各港口企业要督促靠港船舶使

用“船 e 行”进行船舶污染物的船岸交接，并对

每一单污染物进行核查确认，严防船员虚假投

放，确保有效接收。所有船舶在向船舶污染物

接收船、港口码头转交污染物时，都必须登录

“船 e 行”。转交完成后，接收数据会实时生成，

南昌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机构以船舶出具的污

染物转交记录作为检查依据。

如今，打开“船 e 行”，近两年全市港口船舶

污染物的接收、转运和处置数据一目了然。更

重要的是，通过“船 e 行”进一步明确了各相关

单位的权限和性质，绑定了作业地点和范围，

让赣江南昌段水域污染防治工作更加高效，责

任更加明晰。

立 志 欲 坚 不 欲 锐 ，成 功 在 久 不 在 速 。 下

一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巩固整治成

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全市交通运

输系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助力改善全市水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完

善的制度、标准的流程和精细化的措施，加强

港航联动，协同推进，努力实现全市内河水运

高质量发展。

（文图由南昌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建设中的南昌姚湾综合码头

姚湾船舶污染物接收站规范运营

本报新余讯 （记者胡光华）如今，候鸟

白鹭并不鲜见，但像这样密集栖息，还是令

人震撼：在新余市渝水区鹄山镇桐村村华

家村小组，紧邻村民房舍一片约 20 亩的苦

槠树林里，栖息着近万只白鹭。

7 月 15 日傍晚，记者慕名走进苦槠林，

树顶“白花”覆盖，林间白影翻飞，鹭鸟叫声

不绝于耳。地上、树叶上鸟粪密布，像下了

一层白霜，散落的羽毛随处可见，好似进了

一家大型养殖场。在林子里站立几分钟，

衬衫已落上数点鸟粪。

村民黄海根笑着说：“这些白鹭把华家

当家了，每年按时飞来，数量越来越多。我

们每天早上被白鹭叫醒，晚上伴着白鹭叫声

入梦，候鸟迁徙飞走后，还有些不习惯呢。”

鸟与人为邻，人以鸟为友，当地村民对

这些白鹭呵护有加。桐村村党支部书记简

海平告诉记者，村干部每年进村入户开展

禁捕鸟类宣传，华家村小组是重点保护村

落，今年去了 3 次。十多年坚持下来，村民

爱鸟护鸟意识增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

为共识。

说起白鹭的生活习性，村民黄家平俨然

半个专家。“我农闲时喜欢到林子里，或站在

屋顶看白鹭。近5年，白鹭数量增长很快，每

棵树都有不少鸟窝，品种最少有四个。孵化

期，风刮树摇，偶尔有幼鸟掉落下来，大家都

不会伤害它们。白鹭增多，跟我们保护有关，

更重要的是生态环境变好了。”5年来，华家村

小组未发生一起偷捕白鹭事件。

鹄山镇山多田广，由于采矿业快速发

展，境内生态环境曾受到影响。从 2013 年

开始，镇党委、政府倾听民声，实施矿山整

治，全镇 16 家持证采矿企业中，先后关停 7
家，3 家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创建，其余 6 家

正合并重整。

壮士断腕的治理决心，带来镇域天蓝

水清。鹄山镇顺势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序推进，农村基础设施

大为改善，生态产业逐渐兴起，环境卫生不

断好转，生态文明意识深入人心。生态好，

鸟兽欢，曾经绝迹的不少动物又回来了。

简海平现在有个幸福的烦恼：村里 40
亩葡萄进入采摘期，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

不知名的鸟，钻进纱网吃葡萄。村干部们

每天早晚总动员，拿着锣和脸盆使劲敲打，

将它们赶出纱网。说起这事，简海平脸上

却溢着笑意。

鸟与人为邻 人以鸟为友
新余鹄山近万只白鹭择人而栖折射生态文明自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协会陶瓷分会成立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徐胤嫚）8 月 7
日上午，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术报告厅嘉宾云集、气

氛热烈，由景德镇陶瓷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在这里正式成立。

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千百年引领陶瓷技艺不断

创新，陶瓷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成立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陶瓷分会，是推动陶瓷保护

传承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开展陶瓷材料、工艺、传

承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有益探索。

“不要紧的，只要听医生的话，

规 范 治 疗 ，是 可 以 治 愈 的 。”每 天 ，

江 西 省 胸 科 医 院 耐 药 结 核 科 负 责

人 舒 维 要 重 复 这 句 话 近 百 遍 。 她

用 高 效 沟 通 、贴 心 座 谈 、个 性 服 务

让更多患者了解耐药结核病；在特

殊时期，舒维冲锋在前，逆行而上，

日 夜 奋 战 ，守 护 患 者 的 生 命 安 全 ，

诠释着医者初心。近年来，她先后

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 人 ”“ 全 国 五 一 巾 帼 标 兵 ”“ 中 国

好医生”等荣誉称号。今年 5 月，舒

维荣获第 25 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

2017 年 11 月的一个凌晨，一位

90 岁 的 老 人 因 哮 喘 急 性 发 作 送 入

急诊室。怀孕 5 个多月正在值班的

舒 维 来 不 及 多 想 ，仔 细 询 问 情 况

后，和家属一起把老人抬到三楼病

房 ，经 过 紧 急 处 理 ，患 者 转 危 为

安。事后，家属才发现舒维身怀六

甲 ，他 们 感 动 得 紧 紧 握 着 她 的 双

手，无以言表。

2020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 ，同 为 医 生 的 舒 维 夫 妻 俩 ，双 双

投身防疫一线，他们将“大家”放在

首位，把“小家”埋在心间。有时孩

子询问妈妈为何还不回家，舒维回

答：“外面有病毒怪兽，爸爸妈妈去

当超级飞侠打怪兽了！”

2021 年 2 月 ，再 次 投 身 抗 疫 一

线的舒维，在隔离病房发现一个年

仅两岁的小朋友乐乐，当乐乐害怕

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时，舒维主动

蹲下来，陪乐乐看动画片、做游戏，

一步步拉近与孩子的距离，终于乐

乐接纳了“舒妈妈”，乐乐也很快配

合治疗痊愈出院。

同 年 3 月 ，舒 维 圆 满 完 成 新 冠

肺 炎 救 治 任 务 ，在 解 除 医 学 隔 离 观 察 刚 回 到 家 ，就 再 次

接 到 指 令 ，作 为 专 家 组 成 员 即 刻 前 往 北 京 。 在 北 京 ，舒

维 凭 借 自 身 丰 富 的 防 疫 临 床 经 验 ，迅 速 梳 理 出 工 作 人 员

个 人 防 护 用 品 穿 脱 流 程 、现 场 物 品 清 洁 消 毒 措 施 办 法

等 。 作 为 江 西 派 驻 北 京 抗 疫 医 疗 服 务 队 一 分 队 队 长 ，舒

维 冲 在 前 面 ，有 时 5 天 值 守 4 个 晚 班 ，每 个 晚 班 值 守 多 达

9 个 小 时 。 其 间 ，舒 维 还 承 担 了 入 境 人 员 的 医 务 咨 询 服

务 ，她 研 究 总 结 各 种 问 题 ，形 成 问 题 提 要 ，方 便 入 境 人 员

查 询 了 解 。

每 每 回 想 起 这 些 经 历 ，舒 维 说 ：“ 作 为 一 名 医 务 工 作

者 ，只 有 在 实 践 中 磨 砺 意 志 ，在 挑 战 中 锤 炼 本 领 ，才 能 为

国 家 贡 献 青 春 力 量 ，让 老 百 姓 获 得 真 切 、实 际 、优 质 的 健

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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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被称为“中国传统村落”的南丰县傅坊乡港下村，工人们正在修缮古建筑。近

年来，南丰县不断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相结合，把古村落

打造成全县乡村振兴的特色亮丽名片，有力促进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袁 智摄

《邓小平小道》获中加国际
电影节最佳传记电影奖

本报讯 （记者钟秋兰）7 月 29 日，第七届中加国际电

影节在蒙特利尔举行线下颁奖晚会，对第五至第七届获

奖电影进行了集中颁奖。我省参与投拍的人物传记电影

《邓小平小道》获最佳传记电影奖。

《邓小平小道》是重大革命题材电影，由江西、广东、

江苏、四川 4 省联袂打造，全片充满着父子情、夫妻情、工

友情。影片以世界电影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在中国文化

海外传播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在此之前，本片多

次获各类国际电影节奖项，如入围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

获得包括最佳外语片原创剧本、最佳外语片导演、最佳外

语片剪辑、最佳外语片原创音乐、最佳服装等 5 项大奖提

名；获第 55 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外语长片铜雷米奖；入

围第 44 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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