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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海事叫滨州

按照山东海事局业务帮扶统一安排，6月 3日-6月 7日，我

和另一位同事有幸去到滨州海事局进行业务交流学习。日照到滨

州的直线距离不过 300公里，可高铁 1个小时的车程，却因交通

不便周转了五个多小时才抵达。五个小时的时间，倘若从日照乘

坐高铁出发，北可以进京、南可以入沪、西可以抵陕，滨州局偏

域一处的地理位置可想而知。

滨州很“热”。原本以为滨州是个安静平淡的偏僻小城，可

是当抵达滨州局的一刻起，那升腾起来的“热”能量就扑面而来、

挥之不去、回味无穷，短短五天的时间里便轻而易举刷新了我的

认知、融化了我的情感、触动了我的心灵。

热情洋溢的工作氛围。早就听说滨州局热情好客，此次滨州

一行，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局领导们都热情与我们交流，像亲

切的长者，关心我们的饮食起居，讲解滨州海事的点点滴滴，机

关各部门的领导同事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欢迎，进行了轻松愉

快的交流，海事处的同事们更是不厌其烦带着我们踩一线、进站

点、巡海上，让我们有机会深入了解滨州、感受滨州、学习滨州。

这种热情毫不羞涩，尽情地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自然地归落到

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盛赞滨州局的热情好客，他们自谦地说滨州

是个小地方，民风淳朴而已，可我认为并不完全是，热情更像是

滨州局的一种文化，自上而下、由内及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

每一个人。这种热情使得滨州局充满了万分活力，蕴藏了无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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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热火朝天的工作环境。滨州局工作条件艰苦也是早有耳闻，

可当亲眼所见、亲身体会之后，还是觉得“百闻不如一见”。滨

州局辖区特点是典型的“点多、线长、面广、距离远”，所辖的

港口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港区码头，距离无棣海事处 50

余公里，距离市区 130余公里，仅从岸边填海筑堤就有 17公里，

8个泊位液化石油气、原油、散杂货应接不暇，是辖区安全监管

的“火山口”。另一个是鲁北港码头，地处山东与河北交界处，

距离无棣海事处 40余公里，是山东范围内唯一一个需要跑高速

公路才能到达的监管现场。第三个是套尔河两岸的港区，分布着

38个泊位和 13个业主单位，作业方式比较原始但承载着全辖区

80%以上的货物吞吐量。滨州局海事处的同事们每天分成若干

组，开着车东南西北风尘仆仆前往各个港口区域，每个港区往返

都至少要 2个小时的车程。去现场着急是没有用的，在那种沟沟

壑壑、坑坑洼洼的地方，除了会飞，要不然谁也没有好办法，遇

到有任务的时候他们索性带着干粮不再回来，让我有种战士们奔

赴前线打仗的感觉。套尔河两岸的所有泊位几乎是不会停歇的，

船舶乘着潮水一批又一批地涌进来，然后一批又一批地挤出去，

他们创新“港航一体化”交通组织模式，船舶进港就像老师指挥

着小学生排队放学，在河面上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效率更

是提高了 40%，使套尔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可是

当进入到码头前沿的时候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道路崎岖泥泞、大

车呼啸穿行，卷起千层粉。单是论滨州局的工作环境，要说是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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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身红土、雨天一身红泥，我觉得还不够，最少还应该加上两

句：下车汗夹背、上车脸黝黑，出门跑断腿、归来沙满嘴。

热烈奔放的工作状态。滨州局的编制只有 35人，一星期的

时间，我几乎见到了滨州局所有的领导同事，特别是两个海事处

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人休假或空岗，他们不会等着领导去布置具

体的任务，就像心有灵犀一般对号入座，不推诿不扯皮不讲任何

条件，该执法执法、该办案办案，工作起来井然有序而且非常高

效，我想这就是“主角意识”的一种表现吧！他们坦言日常工作

担子重、困难多、压力大，多多少少也会抱怨一下环境的艰苦、

工作的劳累，可是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丝毫未看出有半点懈

怠，相反地，每个人的眼神都是坚毅笃定的，工作起来都是全身

投入的，从局领导到普通干部、从机关到基层，所有人的身上都

有一股劲，那种越是艰难越向前、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热烈积极的

劲头。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 16年的海事路，也曾彷徨迷茫，也

曾踌躇不前，现如今看到滨州局同事们的工作状态，内心深处受

到了强烈的冲刷和洗礼。习近平总书记来日照视察时强调，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无关年龄，唯有奋斗，才能擦亮青春的底色，

唯有奋斗，才能不负韶华问心无愧。

热诚团结的工作作风。受套尔河水深限制，船舶只能凭借潮

水进港，相当于全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不满足进出港条件的，

可即便如此，每年进出的船舶艘次也达到了 2万多艘次，货运量

达到 6500万吨，比 2017年建局时翻了近一番，居全省沿海 7 市

第 4 位。当了解到滨州局每年的通航数据时，增势之迅猛，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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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吃惊的！日照港现在吞吐量将近 6亿吨，排名全国第六、世

界第九，每年的船舶进出艘次也是 2万多艘次，可是这并不具备

可比性，日照辖区的船舶更趋大型化，受制条件也没有那么多。

如果把工作量按人头均分的话，滨州局每人要承担 650艘次船舶

的监管，这应该是全山东局乃至全国沿海局首屈一指的吧！这么

大的工作量是如何完成的？我认为除了强有力的领导之外，最主

要的就是过硬的工作作风了。在与滨州局同事们接触的时候，感

受到他们强大的执行力，说了就干、干就干好，不怨天尤人、不

拖泥带水、不患得患失，每个人都会把工作任务当成自己的事情

来办，你帮帮我，我帮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握指成

拳，实效为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加持，滨州局才能彻底清除

非法砂石运输船、才能实施能提高 4成效率的“港航一体化”交

通组织、才能打通与地方政府间的“任督二脉”，继而破除一个

个制约海事发展的疑难杂症，取得今天令人拍手称赞的成绩。

热泪盈眶的工作事迹。我们通常把海事处称作基层一线，把

距离市区较远的海事处称作偏远海事处，但是到底多基层、多偏

远？不到滨州局实地感受一下，恐怕我始终难以想象的到。滨州

局有两个海事处分布在套尔河的东西两岸，可以遥相呼应，但也

只能互相呼应，特别是沾化海事处，它一面临河，其他三面被工

厂重重包围，在那片杳无人烟的盐碱滩，我觉得能通水电已经是

很神奇了。人们常常说，有卧龙的地方必定有凤雏，同理，但凡

艰难困苦之地，也必定有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的先进模范：

王春盛同志坚守“苦海盐边”33年，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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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基层一线；马庆贵和田涛同志与非法砂石船动真碰硬被撞落

水仍穷追不舍；任梦林同志为了彻底清除非法砂石运输船，在海

上蹲守一个月没有回家，与老人妻儿聚少离多；李辉同志一人身

兼数岗，“五＋二”、“白＋黑”随时在线；信嫣然同志带着婆婆

和出生 10个月的婴儿一同出差……滨州局八成以上职工一岗多

职，晚上加班、周末节假日加班已成常态，询问得知几乎没有人

能够休年假。这些在我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可滨州局同事

们聊起来却习以为常，就好像理所应当、以此为乐一样，这更加

让我心生敬佩，这是何等的无私与奉献啊！

在与滨州局同事们交流时，我汇报了我“五个意想不到”的

直观感受：一是意想不到滨州局对我们业务帮扶人员如此渴求；

二是意想不到滨州局的工作条件如此艰苦；三是意想不到滨州局

领导对具体业务如此熟悉；四是意想不到滨州局的工作作风如此

过硬；五是意想不到滨州局全体上下如此团结，得到了他们的广

泛共鸣。对此，我并不觉得滨州局同事们是因为得到别人的称赞

而沾沾自喜，而是他们有着更深的体会和更多的无奈，以及他们

对这些评价的认同，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一支作风过硬、团结实干

的队伍！思想统一、信念坚定、文化自信，这，本身就是一种强

大的力量。

听闻滨州局争取到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人力、业务用房

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滨州局机关和海事处的整体办公环境和工作

条件也在一步步得到好转。我想，这与他们主动作为，担当主角

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有为才有位”！滨州局铁拳整治非法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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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船实现清零，创新“四项举措”（创新“一体化交通组织”建

设、创新实施 VLGC船舶进出港“一船一策”、创新开展港区“套

泊热接”作业、创新打造滨州港航信息一体化平台），靠着卓有

成效的实绩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安全保障，

赢得了上级的认可、赢得了地方的尊重、赢得了职工的拥护，更

赢得了滨州局未来发展的大好局面。

站在日照岚山绣针河畔眺望滨州无棣大口河岸，一个山东海

上南大门，一个山东海上西大门，200海里的距离，好似遥远，

却又很近。不同的辖区成就了不同的特色、孕育了不同的文化，

套尔河上的船行如织、河岸两侧的漫天飞沙、海港港区的悠长堤

坝、无棣沾化的“孤芳自赏”……这些场景一旦见过就会过目不

忘。

人少但是力量大，小局却有大格局。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多

了解滨州局，衷心祝愿滨州局辖区一切安好、亮点纷呈，祝愿滨

州局的同事们苦中作乐、心想事成。

感谢山东局为我们提供的学习机会，诚挚欢迎大家来日照交

流指导！

日照海事局 曾繁彬

2024年 6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