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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班之法律问题探讨

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年初在国内爆
发，目前在举全国之力共抗疫情的背景下，
国内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陆
上绝大部分行业已经陆续复工复产，生产经
营有序步入正轨。而此次疫情也同样影响到
航运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其中，船员换班
困难这一现实问题在疫情背景下日益凸显。
为防控疫情，国内多地港口出现限制甚至禁
止船员换班或登陆的情况。而且，随着疫情
在全球呈现爆发趋势，国际形势更不容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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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130个国家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

从应对疫情看加快水运科技
发展的趋势与需求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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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的开局，自新型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作为
重大公共事件，每一个消息都密切牵动着人
心。国际社会对我国疫情反应也各不相同，
但世卫组织的更加重要，这将对中国外贸和
海运物流等造成影响。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
历程，瘟疫始终如影随形，总是在人们毫无
防备之时来个突然袭击，破坏和挑战我们的
心理与科技乃至意志。但另一方面，如同自
然灾害一样，也能从很多方面促成人们的反
思与技术进步，甚至推动社会发展与改变文
明的走向。

观点：

深入学习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奋力谱写三峡通航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立足国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先行领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重要支撑，是新时代做好交通工作的总抓
手。《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是落实党的十九
大重大战略决策、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设计了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的宏伟
蓝图，赋予了全体交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
三峡通航作为交通运输的组成部分，三峡通
航人作为交通人的一分子，必须学深悟透明
使命、众志成城绘蓝图、务实重行作贡献。

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智慧港口 
持续开创蓬勃兴盛天津港新局面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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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这既是对
天津港智慧化转型的把舵定向，也为整个港
航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2020年新年
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天津港蓬勃兴
盛”，这是对天津港的充分肯定和有力鞭
策，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
设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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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印发后，山东海事局党组第一时间组
织 集 中 学 习 ， 并 在 全 局 迅 速 掀 起 学 习 贯
彻《纲要》的浓厚氛围。建设交通强国是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面
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交通行业发
展和海事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新时代做好交
通工作的总抓手，是做好今后海事工作的行
动指南。《纲要》提出，要完善交通安全生
产体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推进简
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要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
人才和创新团队，到2035年基本实现交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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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长征”的根本遵循和工作指南。

黑龙江海事地处祖国北部边陲，具有独
特的区位特点和发展定位，面临着“东北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等重大发展机遇，必
须深刻认识交通强国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
东北振兴的深远影响，深刻理解交通强国建
设的核心要义和要求，深刻把握当代世界交
通运输的发展规律，凝心聚力，在交通强国
建设的火热实践中，全力绘好龙江海事图、
干好龙江海事事，奋力书写交通强国建设龙
江海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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