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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危化品运输拧紧危化品运输““数字安全阀数字安全阀””
——宁波镇海区破解危运监管难题调查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安全

生产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在以石化为支柱产业的浙

江宁波，保障危化品运输安全不仅关系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关系着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如何防止和减少各类事故发生，拧紧危化品运输

的安全阀？危化品运输的监管难题怎么解？近年来，宁波市镇海区

探索出一条数字赋能打造监管“智慧大脑”的路子。

厚土勤浇，防患未然。作为

宁波镇海的支柱产业，石化产业

能否安全发展，直接关系民生福

祉。如果把石化产业比作大树，

危化品运输就是为之供给原料、

输送产品的根系，是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然而，面对无证经营、

超载混装、不规范驾驶等危运乱

象，如何进行高效的全流程监管

成为待解的难题。

宁波镇海给出了数字赋能

监管的解决方案，让智慧监管的

触角深入石化企业生产、运输、

装卸等各环节，将危运过程每一

环节、每个动作置于监管平台视

野之内，最大程度遏制危险事故

的发生。智慧危运监管系统的诞

生、运营、升级，也是当地积极融

入数字中国建设的生动范本，通

过危化品运输全链条智慧化监

管，擦亮了当地石化产业长效安

全运行的招牌。

此外，数字赋能监管也为

企业生产提供了“智慧大脑”。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石

化行业实力不断增强，但与此

同时，不少企业面临着安全风险管控和内部成本管理问

题。宁波镇海的数字赋能智慧危运监管模式，在助推企

业提升安全生产能力和精细化管理能力的同时，也有效

增强了其成本管控能力，从而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镇海石化产业安全账叠加数字经济账，形

成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增值账。从长远角度来说，通过

数字赋能石化产业安全监管，不仅筑牢了企业生产安

全基础，为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安全良

好的环境，也有助于打通石化生产全产业链，推动石化

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陈

饰

广西贺州市有大湾区“菜篮子”之称，在粤港

澳大湾区蔬菜市场具有传统优势地位。面对市场

竞争，当地借鉴北方地区经验搞起了设施农业提

升竞争力。北方兴起的设施农业，在南方发展得怎

么样？能否为贺州保住大湾区“菜篮子”的优势？经

济日报记者近日走进贺州。

冬日里，蔬菜大棚内依旧生机盎然。在贺州平

桂区羊头镇的贺州美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蔬菜生

产基地，1000 亩大棚一眼望不到边。棚内的彩椒、

水果椒、青皮辣椒等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在忙碌地

采摘装车。每年有 250 万公斤蔬菜从这里运往大

湾区。

“早上采摘发运，中午新鲜优质的蔬菜就能到

达大湾区百姓的餐桌。”该公司副总经理包国伦告

诉记者，这一基地于 2020 年创建，总投资 1 亿元，

以种植彩椒、水果椒等品种为主导，平桂区引导基

地打造出一个响亮的品牌——“椒闻天下”。

“椒闻天下”是当前贺州市设施农业建设风生

水起的缩影。目前，贺州市发展设施蔬菜（含食用

菌）达 11.75 万亩，并建成广西集中连片面积最大

的设施蔬菜产业核心示范区，以及广西面积最大

的设施蔬菜供港基地。

“贺州把设施农业纳入‘十四五’重点产业发

展规划，制定了《贺州市现代设施农业推广应用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贺州市香芋全产业链

和万亩设施蔬菜发展扶持政策指导意见》，整合资

金支持设施农业产业发展，发展以大棚蔬菜为主

导的设施农业。”平桂区副区长邓忠胜说。

政策是产业的催化剂，各类资金投资贺州设

施农业的热情空前高涨。

来到位于八步区的广西顺腾农产品有限公司

加工车间，香芋的浓香扑鼻而来。只见清洗机、去

皮机等各类机器有序运转，200 多名工人正紧张

忙碌，生产的芋圆、薯圆等产品将进入成千上万的

奶茶杯中。

“贺州发展蔬菜产业气候好，地理位置好，政策

更好，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已建成集种植、研发、加

工、销售、冷链物流等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冷库

储存能力达7000吨。”该公司总经理牛万刚说。

眼前这一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贺州市解决

蔬菜发展瓶颈，提升产业水平的实践。过去，依靠

良好的自然条件与毗邻大湾区的区位优势，贺州

市获得了大湾区“菜篮子”的美誉。然而，贺州的秋

冬蔬菜主要是露天种植，受市场、天气影响较大。

“大湾区蔬菜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发展设施农

业势在必行。通过工厂化集中育秧，大棚内人工调

节水肥、光照、温度、湿度等，不仅可以缩短种植周

期，提高蔬菜品质，还能有针对性地引进甜椒、彩

椒等特色优势蔬菜，地头采收价格可达每斤 8 元

至 10 元，能够为种植户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

益，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产业发展。”贺州市农

业农村局总农艺师胥宇建告诉记者。

在八步区东融（供港）蔬菜产业核心示范区，

记者看到，这里集成应用了蔬菜集约化育苗、增施

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病虫绿色防控等设施，推动

设施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按照工业园区的

理念来建设农业示范区，配套建设了仓储、水肥灌

溉、育苗、品种优选和推广等设施，种植企业可以

像进驻标准厂房那样‘拎包入住’。”贺州市农投正

地公司副总经理袁蕊说。

设施农业还有个好处是能进行“稻菜轮作”。

收割完水稻后，八步区会利用冬闲田种植蔬菜，保

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增加了肥力，还解决了蔬菜扩

种问题，种菜施肥成本降低了 20%，每年可节省用

肥成本 2000多万元。

然而，设施农业前期投入很大，回收周期长。为

此，贺州市推行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多元投入、农

民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由政府平台公司建好设

施，再出租给企业或种植大户种植；并以标准化为

大框架，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把农产品产前、产

中、产后全流程纳入标准化生产和管理⋯⋯

“目前，贺州编制了广西首个供港蔬菜的企业

标准，还编制了豆杯、菜心等 8 个供港蔬菜生产技

术规程标准。”贺州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市场科

科长莫现城说。

与从前以低成本抢占市场不同，贺州市发展

设施农业旨在抢占大湾区高端市场。

“好漂亮的辣椒啊。”在美源农业的大棚里看

着晶莹剔透的水果辣椒，众人赞不绝口。“这是当

水果吃的辣椒，好看也好吃。”包国伦摘下一个擦

了擦，咬一口，发出一声脆响。

记者在八步区东融（供港）蔬菜产业核心示范

区展示大厅看到，大屏幕上可以实时监控每个地

块的种植情况；扫描蔬菜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追

溯这一包菜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

高标准是为了追求高品质高价值。“我们生产

的豆杯价格不低，但因口感好、品质高、可追溯，很

受大湾区市场欢迎。”袁蕊说。通过发展设施农业，

贺州逐渐在竞争中站稳了阵脚，尤其是在高端市

场闯出一片新天地。目前，当地设施蔬菜农业年产

值超过 15.3亿元，促农增收超 3.65亿元。

“下一步我们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

对接，为项目和资金架好桥梁、搭建平台、拓展渠

道，推动设施农业更好更快发展，力争到 2023 年

底全市设施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以上，设施养殖落

地规模企业 5家以上。”贺州市副市长陈华说。

贺州如何当好大湾区“菜篮子”
本报记者 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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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镇海镇海““人人、、城城、、产产””良性互动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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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镇海城市景色宜人镇海城市景色宜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工作人员在镇海危化品车辆服务口查验工作人员在镇海危化品车辆服务口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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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一辆危化品运输车经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区威海路、海天中路，驶向宁波昊

德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它的

行驶线路、停泊地点等信息，都一一显示在镇

海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管系统（以下简称

“危运平台”）的大屏幕上。大屏幕上显示着

的一个个小绿点，都是一辆辆装载着危险化

学物品的车辆，每辆车的营运单位、资质、货

品、数量、运行轨迹等装运信息都清晰可查。

石化产业是宁波市的支柱产业，镇海区

是宁波绿色石化产业的排头兵。2021 年，全

区绿色石化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2000 亿元。镇海也是全国 60 个危险化学品

重点监管区之一。每天“行走”在镇海城区道

路上的危化品达 160 多种 3 万多吨，进出镇海

的危运车辆超 6000 辆次。2021 年，镇海通过

公路运送的各类危险化学品超 1000 万吨，进

出危化品车辆超 200 万辆次。

产业要发展，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也要安

全。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建

立高效精准的危化品运输监管一张网？如何破

解危运监管普遍存在的底数不清、监管力量不

足、无法全流程覆盖等痛点？近年来，镇海区探

索出一条数字赋能打造监管“智慧大脑”的路

子，通过建设线上线下融合、多部门参与、多主

体联动的智慧化危运监管模式，实现了危运全

链条数字化、闭环化、精准化管理。

严把市场准入关口

“闽E96616车辆，驾驶员郝春峰，押运员卞

兴民，将于10月17日运送危化品工业用裂解碳

五进入镇海⋯⋯”当天上午，镇海区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队四中队危险品在线审核窗口，工

作人员丁意文正仔细核实每一项信息。

这是当天早晨收到的来自危运平台的车

辆登记信息之一。随着鼠标点动，丁意文敏捷

地核实着车牌及运输证号码、车辆经营范围、

车辆 GPS 等。一套流程有 10 多道环节，材料清

晰完备的，数分钟通过审核；材料遗漏、缺失、

模糊不清的，得在线反复沟通、补报、复核。

“未审核通过的车辆和人员，不会出现在

镇海区域内。”镇海区建设交通局交通运输科

科长洪小伟说，危运平台引入“互联网+安全”

理念，推行市场主体准入管理数字化，实现了

监管全流程线上程序化运行。

记者了解到，全国各地的危运企业赴镇

海开展装卸业务前，都须通过危运平台在线

登记企业、车辆和人员等信息，企业登记实现

“一站式、无纸化、零跑腿”。信息提交后，由

镇海区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比对。一旦出现资

质条件不符、证件信息过期、卫星定位信号长

时间离线等情况，危运系统会将其列为不合

格车辆，不允许赴镇海开展装卸作业。

“这也促使进入镇海作业的危运企业、车

辆和人员，在平台登记信息保持实时、合法、

有效，倒逼危化品运输企业加强对所属车辆

和 人 员 的 管 理 ，切 实 履 行 企 业 安 全 主 体 责

任。”洪小伟说。

同时，危运平台还具备智能识别能力。

今年 9 月底，一家福建籍危化品运输企业拟赴

镇海装载危化品，但车辆条件与实际装卸产

品罐体资质不符，平台在自动匹配过程中产

生预警，提示企业和管理部门，避免其进入镇

海装卸货，从源头上消除了安全隐患。

目前，该平台共有全国各地 1963 家运输

企业、25453 辆车辆、9047 台罐体、25985 名从

业人员实行在线登记管理。运行 6 年以来，企

业 、车 辆 和 人 员 审 核 合 格 率 分 别 为 32.3%、

42.6%和 45.5%。

“行业内的司机都知道，镇海对进入的企

业、车辆和人员资质齐全与否、合规与否要求

极高，只要有一项过期或者不符合规定，都会

对车辆装卸产生影响。”正在线上办理手续的

杭州某危化公司相关负责人严先生说。

线上线下全程监管

“一辆危运车在镇海区定海路行驶，偏离

了危化品运输路线”。镇海区道路运输安全稽

查大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章怡海接到平台自

动预警后，向当班班长郑琛盛汇报收到的违

章车辆信息。两人分工合作，郑琛盛调出车辆

轨迹图比对，章怡海查验货运单指定路线说

明。几分钟后，确认该车辆违规。与此同时，车

辆驾驶员、该车辆所属公司的安全经理也同

步收到了违法信息，提示公司危化车辆偏离

预定路线，需要在 3 日内办理违法手续。

一面电子屏、一间工作室、数台电脑、几

名工作人员，这便是道路运输安全稽查大队

指挥中心的全部“家当”，这里也是监测危化

品运输过程的数字化阵地。平台对进入辖区

的每一辆危运车辆进行全天候实时定位监

控，全过程跟踪监测其行驶路线、速度、停放

情况等。运行过程中，若产生路线偏离、超速

行驶、违规停车、疲劳驾驶等违规行为，平台

将发出预警信息，并推送到联合执法队伍的

移动终端上。

线上研判，线下查处。作为指挥中心的

前沿和闭环处置的最后一关，镇海在主交通

道上设置了 6 个线下服务口，方便对车辆、人

员和充装量实施比对、称重核查，现场查处违

规车辆。

在镇海海天路登记服务口，记者遇到辅

警倪燕雯正在查验危运车司机的证件。营运

证、驾驶证、司机面容、车辆装载货物等，在几

秒钟内完成核查。随后，一辆车经过自动称

量装置时，系统显示报警。看到该车装载量

已超标 20%后，倪燕雯拿起对讲机，一面通知

指挥中心，一面安排司机、押运员下车复查。

这一违法行为会在处理后被记入系统。

“所有进入镇海区运行的危运车辆，平台

会全程记录其运行过程，如果在装卸环节存

在违法行为，将被列入装卸黑名单。”镇海区

道路运输安全稽查大队警长周赫男介绍，管

理部门会根据平台产生的违法预警、各部门

执法信息和上级部门抄告事项等内容对危运

车辆进行考核管理。

截至目前，已有 130 辆危运车列入装卸黑

名单，320 辆次车辆被取消通行。把不合格的

危运车挡在辖区外，舍掉“有风险”的利益，才

能换来安全安心的社会效益。

源头装卸实时监控

拧紧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阀”，源头装卸环

节的监管至关重要。在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

安全发展保障中心，监管人员点开危运平台，

画面上，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晓

元正在货品装卸现场忙碌。货品装运结束后，

平 台 也 同 步 掌 握 了 货 场 营 运 数 据 ：燃 料 油

12000吨、液化石油气装车总量 1500吨⋯⋯

危运平台上，监管人员实时监控，装卸过

程一目了然，即时数据两头对接，存档留源。

这是镇海区推进源头装卸数字管理化带来的

好处。借助危运平台，镇海区建立起危化企

业充装查验源头管控机制，推进生产、充装、

存储企业装卸环节监控全覆盖，数据连接入

网全覆盖，监管链条向前延伸。

为从源头杜绝超装、超载违规行为，镇海围

绕危化品装卸，严格执行“六查验”工作流程。

点开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充

装的画面，监管人员向记者解释了“六查验”

的具体内容：专用车辆资质、实体、标志证件、

性能检测、备案、卫星定位。这也反映出危运

货物与各个运输环节的安全匹配度。记者在

画面上看到，刚刚执行完查验环节的车辆开

始实施装卸货，完成作业后，装卸结果也会立

即在平台推送。

对企业而言，危运平台的数字化监管也

保障了企业能够安全生产。例如，源头生产

充装企业可根据平台推送的车辆信息、电子

路单等，对装卸车辆、人员、罐体实施查验，确

保信息匹配、罐体适装。

镇海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危

运平台通过优化算法和功能，提升智能识别、

预警处置能力，及时向监管部门及当事企业

推送违规行为和异常数据，提醒部门、企业第

一时间监管、整改。目前，镇海已实现对区内

92 个重要装卸点的实时监测。

危运平台是宁波镇海区数字化改革基层

实践中的一个生动案例。目前，该系统已被

列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因其经验举措

在其他危运重点监管区域具有可复制性、可

操作性，近年来已在广东、山西、山东、河南、

宁夏等多地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