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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皖江航道交通战备现状与发展
吴先进

（长江芜湖航道处，安徽 安庆 2410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当矶至五步沟安庆段长江干线主航道维护力量、通航条件、战备情况等进行分析，结合执行的特

殊护航任务和水上交通战备做法，对现行皖江航道通航现状问题和交通战备工作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供行业相关

人员探讨，以更好地提高该段航道交通战备保障能力和国防动员协调机制水平，确保“黄金水道”国家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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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战备简单地说就是国家交通为战争进行准备。

是指为保障战时和特殊情况下交通通信畅通，在思想、

组织、物资和技术等方面所进行的各种动员准备和动员

实施工作。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局部摩擦和战争不断出现，

国际局势复杂，加强交通战备能力建设是适应新时期的

必然要求。而水上交通是社会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强水上交通战备建设，打造一个反应快、保障能力强的

交通战备系统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介绍长江干线安庆段

主航道交通战备现状，并就航道交通战备工作未来发展

趋势提出建议。

1 皖江段辖区航道维护力量现状

长江安庆航道管理处负责辖区航道规划、建设及

养护，其长江干线航道管辖范围：上迄九江市彭泽县马

当矶（航道里程长江下游 716.5 公里），下至池州市梅

龙镇五步沟（航道里程长江下游 560 公里），从上至下

维护马阻、东流直、东流、官洲、安庆、太子矶、贵池、

大通水道等八个长江干线主航道，共计 156.5 公里。另

维护副航道 25.0 公里，缓流航道 43.8 公里，小轮航道

79.6 公里，海轮航道 96.0 公里，总计维护各类航道里

程 400.9 公里。维护各类航标 329 座。拥有航标工作船、

测量船、快艇、非机动船等各类航道维护工作船舶 15 艘。

另设有一个具有国家测绘局甲级测绘资质航道测绘处，

配备有先进齐全的工程测量设备，从事航道维护性测量，

并可承接内河、沿海工程测量，包括控制、地形、线路

管道，变形观测与形变、水利工程、精密工程、建筑工

程、桥梁测量、海洋测绘、水下地形、港口工程测量，

具有承接开辟新航道、扫测河床等工程的能力。

2 当前交通战备开展情况  

我处作为长江航道管理部门，充分意识到水上交

通战备工作的重要性，而水上交通战备的建设基础是一

条畅通无阻的航道。近年来，随着打造“黄金水道”国

家战略的出台及深入贯彻实施，我处紧抓机遇，勇于担

当，在长江航道大发展之际，也迎来了自身建设的“黄

金期”，我处辖区处于长江下游，干线主航道均为国家

一级航道，航道维护类别为一类，各类航道设施完善，

航道维护实力雄厚，本着“一切为了畅通”的核心价值

理念，攻坚克难，全力以赴保障长江航道的安全畅通。

就目前而言，我处在航道维护管理工作中组织开展及参

与的交通战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实施驻站守槽制度

我处坚持驻站守槽制度，合理配置辖区维护力量，

下设有华阳、太子矶、池州三个非全能航道管理处及一

个船舶基地负责辖区航道维护管理。每个非全能处有自

己的管理辖区，工作船艇每天驻守辖区，保持信息畅通，

随时处于出航待命状态，能够做到应急及时，这一工作

制度符合战时交通应急工作的需要。

2.2 日常交通战备相关活动

普及学习国防知识教育，提高交通战备意识。我处

职能部门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及自身工作实际，每年安排

培训工作，组织全处职工学习国防知识，开展军训，增

强职工战备意识；定期举行各类应急演习，内容涉及交

通战备相关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应对及时，

保障有力。

2.3 特殊船队的护航任务

一直以来，我处还担负着辖区内特殊船队的护航任

务。每次接到特殊任务，我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船艇

坚守辖区，提前对航道航标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布置护

航任务，做到无缝交接，保障全程安全护航，多次圆满

完成特殊船队的护航任务，为交通战备工作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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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皖江段航道交通战备未来建设方向

虽然近年来航道部门日益重视水上交通战备工作，

也做了许多工作，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交通战备工作

力度、广度、深度还不够，具体表现为领导组织薄弱，

缺乏制度，工作内容单一，流于形式，实践能力不足，

应对复杂情况能力较弱。面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只有加

强交通战备能力建设才能建立起“组织严密、反应迅速、

装备齐全、人员技能精良”的保障力量来适应“战时应

战、急时应急、平时生产”的交通战备工作目标。本人

就此结合工作实际，提出长江航道水上交通战备工作今

后的发展重心。

3.1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制度建设

水上交通战备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领导重视是关

键，制度建设是保证。目前的航道交通战备工作只是单

位安全职能部门兼顾，缺少专门人员进行实际的组织和

操作。因而航道部门领导要有清醒的意识去扭转当前情

况，工作要有专人抓管，成立一支交通战备应急队伍，

加强队伍建设，组织领导。要把交通战备工作政绩与其

他重要工作一并考核，只有一把手重视，交通战备工作

才有组织保证，就好似现在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一

岗双责”后，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和效果均得到了有力的

提升。

当前航道交通战备工作的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造

成其交通战备工作较被动，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文件

规定，如物资储备数量及经费来源等。从法律层面上说，

交通战备保障是以国防动员法、国防交通条例、民用运

力国防动员条例为保障依据，是由各级政府和军事机关

共同领导；应急事件是以《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依据

作保障，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各级政府应急办就是应

急突发事件的主管机构。因为交通战备部门和政府应急

办是担负着不同的职责但有类似功能的工作，如所担负

的任务方案、队伍组织、装备物质都是应急应战的保障

力量，这就要求上级主管部门从法规文件上来为交通战

备部门和应急部门构建一体化的组织和进行一体化建设

提供细化可操作性的法规、制度保证，也是推进当前航

道交通应急应战能力建设，有效保质完成交通保障任务

的客观要求。

3.2 加强全民国防教育

既保证平时生产又将国防交通的各项工作得到落

实，就必须在全社会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进

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并保持经常化、社会化，增

强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提高教育的实际效果。航道部门

要给自己普及《国防法》《兵役法》《国防交通条例》

《国防教育法》《国防交通培训》《新形势下交通战备

工作正规化建设意见》等一系列国防交通教材的知识，

通过宣传教育，树立高度的保护国防的义务观念。在生

产中教，在生产中学，使航道部门职工具有国防责任感

意识，真正做到“平时生产、急时应急、战时应战”。

3.3 完善战时交通保障的协调机制

一般航道部门交通战备保障队伍的保障方案只是

航道系统范围内实施，只涉及航道系统部门之间协作。

因为平时生产只是在内部各部门之间配合及与之相关单

位的联系，与战争爆发时是不同的，平时受干扰少，而

战时运输保障要复杂得多，如执行远距离运输时，还须

得到燃料补给、设备维修、通信保障、医疗救护、食宿

等多方面保障，这样就需要多个跨地区甚至跨省交通战

备保障系统的协同配合方能完成保障任务，因而上级交

通战备部门应该尽快完善组织协调机制并让各级交通战

备队伍磨合熟悉，同时各级交通战备部门还要完善政府

职能部门与社会之间的外部协调保障机制。

3.4 做好物资储备及战备应急演练工作

航道部门要做好交通战备应急的物资储备，对战备

物资储备点的物资储备情况和航道设施的运转情况应坚

持做好日常检查落实工作，甚至动员民间的运输力量参

与交通战备工作，做到平时运输、战时应战，让所有的

物资储备和船舶都发挥着“平时生产、急时应急、战时

应战”的功能，为航道交通战备队伍“调之能来，来之

能战”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应对民用运力结合平

时交通战备保障任务采取各种方式开展演练，提高动员

应急反应能力、锻炼队伍、检验实施动员效率的实效性，

同时使职工熟悉动员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方法，提高

战备指挥调度能力。

4 总结

总之，航道部门要高度重视水上交通战备应急应战

能力的建设，只有提高了交通战备应急应战能力，才能

打造战时一条畅通无阻的水上运输通道，充分发挥长江

航道在战时的运输大动脉作用，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交通

战备保障，同时交通战备能力也对平时交通抢险救灾工

作起到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