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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船舶污染盼地方立法
市人大代表王作雷提交保护海洋环境议案，建言尽快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李
晓哲 王雪 白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深入推进“四增四
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完成渔
港环境综合整治，涵养好一湾碧水。今年
上会，市人大代表、青岛港引航站高级引
航员王作雷就十分关注环保话题，并提
交了一件关于加强青岛市防治船舶污染
海洋环境立法的议案。

保护岛城海洋环境迫在眉睫
王作雷是青岛港引航站高级引航

员，是熟悉海洋的专家。近年来，青岛市
航运与港口发展迅猛，货物吞吐量快速
增长，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推动青岛市经济跨越式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这一切让王作雷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但他的心里也泛起一丝隐
忧。
“青岛港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国际
港口，近年来船舶进出港艘次显著增
加，给海洋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威胁和
挑战。”王作雷说，结合着执法实践，现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执
法依据，均为国家层面的普遍适用性规
定，是对防治船舶污染的最低要求，主要
侧重于原则性要求，对于地方的管理特
点，缺少针对性。部分环保需求无据可依
或者有据难依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行政管理职能的充分发
挥，特别是在青岛市船舶海域和大气污
染防治管理过程中，尚存在职责不明确、
标准要求低、监管有盲区等问题。
“因此，对青岛市范围内船舶污染防
治管理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进一步
保护青岛市海洋环境已迫在眉睫。”王作
雷详细解释说，船舶污染带来的危害很
大，船舶在航行、停泊、作业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产生污染物，甚至造成污染的事
件偶有发生。纵观全球，船舶污染对海洋
环境污染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以石油类

污染物为例，由船舶引起的污染比例高
达45%以上。“据统计，2015～ 2020年
间，全球共计发生约473起船舶污染事
故，我国沿海在1973～ 2014年间，共发
生船舶溢油事故3200起，平均每4天多
发生一起，其中50吨以上的重大溢油事
故91起。”这些数字让王作雷感到进一
步保护海洋环境的紧迫感十足，除油类
污染事故外，船舶载运的污染危害性货
物泄漏入海也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危害，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社会稳定。

保护海洋生态立法是大势所趋
王作雷告诉记者，就船舶产生的污

染而言，可分为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目
前大多数船舶为内燃机驱动船舶，燃料
主要为重质燃油，此类燃料油含有大量
的水、灰和硫，船舶使用前会对其进行净
化，从而产生残油、油泥、油污水等污染
物，极易造成水体污染。同时，燃油燃烧
过程中会产生硫氧化物，内燃机高温高
压下会排放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氮氧化
物均是对大气的严重污染物。王作雷援
引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公布的数据介绍，一艘使用
3 .5%含硫量燃料油的中大型集装箱船，
以70%最大功率负荷行驶，一天排放的
PM2 . 5总量相当于50万辆使用国四油
品的货车。
“除油类和大气污染外，船舶还会产
生含油污水、生活污水、垃圾、货物残余
等污染物，船舶装卸货物期间会产生粉
尘污染、散发有毒有害物质等，均会对水
体环境造成污染。”王作雷介绍，根据抽
样调查，平均每艘船每年排放舱底含油
污水136吨，含油量120mg/L，而在沉
船、碰撞等重大溢油事故发生时，溢油量
可达几千吨甚至几十万吨不等，可导致
大范围的生物死亡，甚至是种群灭绝。
王作雷认为，对于青岛而言，加强防

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立法既有必要性也
有可行性。他介绍，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山东省“海洋强省”的目标定

位，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
总布局；青岛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
议，发起“海洋攻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加快建设国际海洋名城，建设东北亚国
际航运枢纽，加快建设绿色可持续的生
态环境。“加快青岛市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环境立法，完善现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保护海洋生态和环
境，已是当务之急和大势所趋。”王作雷
说。

让防治船舶污染有法可依
王作雷说，胶州湾是青岛的“母亲

湾”，自2014年《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
例》实施以来，青岛市围绕“水清、岸绿、
滩净、湾美、物丰”的海湾保护总目标,以
湾长制为总抓手,围绕加强污染防治和
实施生态修复“两条主线”,严守海洋生
态红线、胶州湾保护控制线“两条底线”,
强化海洋环境综合整治。而防治船舶污
染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样也是实施胶州湾海域精细化管理的重
要举措。
王作雷称，制定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环境地方性法规，能够填补青岛市防治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地方立法的空白，有
效健全青岛市污染防治的相关法规和制
度体系，突显地方立法在地域管理中的
主导地位和作用。目前，深圳、唐山、上
海、天津、潍坊等地先后出台了关于防治
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防治船舶大气污染
的地方立法。
“青岛海事局是青岛市防治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的行政执法机关，由于没有
具体可操作的条例，执法力度受到限
制。”王作雷称，为此，他建议尽快对青
岛市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予以立法，
通过立法对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
染海洋环境做出明确规范，解决青岛市
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过程中存在
的职责不明确、标准不统一、监管有盲
区等问题，使执法机关有法可依，进一
步保护青岛市海洋环境，实现青岛市海
洋经济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
展。

岛城应打造妈祖文化特色岛屿
市人大代表赵起良建议青岛发展大文化旅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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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 王雪 白菊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根基。妈祖文
化是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瑰宝之一，作
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随着 2009年
“妈祖信俗”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妈祖文化成为了全人类尤其是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属的精神
财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设高能
级开放平台，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
RCEP成员经贸合作。而作为在东南
亚等地区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妈祖文化
必将提供民间交流的有力支撑。对此，
青岛市人大代表、山东省妈祖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赵起良认为，青岛应发挥
资源优势，打造妈祖文化特色岛屿，发
展大文化旅游产业链。
2020年 5月，山东省妈祖文化交

流协会在青岛成立。赵起良认为，从
2017年5月青岛市首届妈祖文化节成
功举办至今，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已
经初步达成“南有祖庙，北有青岛”的
文化交流目标。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的重

要通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之一，也是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
点，在丝绸之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
占有重要位置。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发
展史上，青岛海域曾在秦汉、唐宋、明
清时期的海上丝路三次兴起。历史上
因港而兴的青岛，有着深厚的海洋文
化底蕴。赵起良认为，今天的青岛应该
让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妈祖文化成
为联系整合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的文化纽带，成为推动各国间和平
互惠交往的文化桥梁，成为助推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巨大的正能
量。

湄洲岛正是因为妈祖文化而成为
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胜地。陆域面积
14 . 35平方公里，人口 3 . 8万，曾经落
落数椽的湄洲岛引起了福建省政府
的充分重视。1988年，湄洲岛被辟为
福建省对外开放旅游经济区。1992年
设立国家旅游度假区，2020年 12月
25日，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妈祖文化
旅游区被确定为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
赵起良建议，目前,青岛周边海

域有闲置岛屿十余座，可以由旅游部
门牵头从中选取 1~2座，联系对接山
东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青岛市妈祖
文化联谊会将妈祖文化概念融入，充
分展示妈祖这位在全球有着三亿多信
众的海上和平女神的精神魅力和丰富
内涵，打造妈祖文化特色岛屿，与构
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相呼
应，创建发展大文化旅游产业链。市人大代表赵起良

市人大代表王作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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