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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地中海伊琳娜”“马士
基埃默拉尔德”“马士基查尔斯顿”等
执行远洋干线的巨轮接连造访。业
内人士表示，此类15万吨、20万吨级
的大型集装箱船舶已是厦门港的“常
客”，这凸显了厦门港世界一流的服
务能力，以及在全球航运节点中的重
要地位。

俗话说：“一寸水，千吨货。”牢牢
守住航道水深这条港口“生命线”，是
厦门港成功拥抱“大船时代”的秘诀。

在厦门港口管理局的统筹部署
下，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积极探索
航道维护新机制，创新航道、港池统
一维护模式，该模式作为全国首创

入选福建自贸试验区第 20批创新
成果，为推动厦门港航道疏浚工程
高效实施，充分保障通航水域水深，
满足船舶通航需求发挥了积极作
用，进一步提升厦门港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

职责，在碧波之上。今年来，厦
门港航道保障中心组织完成约130
万方疏浚工程量，航道及锚地维护测
量总面积约626平方公里，各航道水
深考核均满足技术要求，为超过4.1
万艘次船舶安全航行提供航道保障，
确保厦门港航道通航保证率100%，为
厦门港打造“平安航道”和进一步提
升航运能级作出重要贡献。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负责人表
示，深水航道、深水码头发展是船舶
大型化发展的基础和支撑。长期以
来，厦门港着力打造深水航道+深水
码头“两深”工程，是全球少有能够接
待多艘世界最大20万吨级集装箱船
舶同时作业的港口。“这样的船舶接
待服务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排在
第一梯队。”该中心负责人说。

眼下，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还在
加紧推进刘五店现状航道改线工程、
厦门港航道疏浚工程（2025-2027 年
度）、刘五店航道二期工程等多个航
道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充分匹配城市
发展要求。

在后溪司法所会议室的墙上，挂
着多面当事人送给调解员的锦旗，当
中便有数面属于李小鸿。提起其中
一面锦旗，“司法公正 维护公平 执
法为民 一身正气”的大字背后，是一
起纠缠了两年之久的店面租赁纠纷。

签了三年租约的店面，租期未
到，但租户不但主张退租，还想退回
押金。房东拒退押金本来占理，但在
未明确终止出租、继续催收租金的情
况下，又将店面换锁，还租给他人。
原租户产生不满，时常来到店面想

“讨个公道”，邻近店面的正常经营也
受到影响。

租户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房东
理亏怎么处理？李小鸿接到调解申
请后，立即着手调查相关情况，反复
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让房东与原租户决定各退一
步，握手言和，签订调解协议，其他店
面也得以正常经营。

经过李小鸿的巧妙调解，许多纠

葛消弭于无形——在征地拆迁纠纷
中，李小鸿以感情为主、法律为辅的方
式，解开当事人的心结；面对群体退房
纠纷等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广、涉及
企业安全生产的案件，李小鸿带领调
委会采取先易后难、逐一化解的方式
解纷，涉及金额超一亿元……

后溪司法所工作人员郭爱珍毕
业于华侨大学法学院，与李小鸿共事
已有10年。在她眼里，李小鸿虽然
不是法学专业出身，但每个案件结束
后，总会认真复盘、比较类案，积极与
同事交流讨论，业务水平快速精进，
很快就能为大家讲授经验。

李小鸿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调
解办法——首先，通过“一杯热茶，一
声问候”，为调解纠纷奠定和平沟通
的基础；接着，“耐心倾听，还原事
实”，将一团乱麻的事件清晰拆解；最
后，“聚焦争执焦点，找出利益平衡
点”，为当事人分析和找到解决问题
的各种途径、方法和依据。

金牌和事佬
巧解千家结

集美区“福建省人民调解先进个
人”获得者李小鸿帮群众“算好情理
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本报记者 黄琬钧 通讯员 林涛
讲公道、接地气、善调解，这是同

事和调解当事人对集美区后溪司法
所所长李小鸿的一致评价。从事调
解工作12年来，从邻里关系到家庭
矛盾，从山林土地到房屋宅基地，面
对发生在基层群众身边、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纠纷，无论是上班还是休息
时间，李小鸿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以法以理、用心用情调解。

近三年，李小鸿直接参与或指导
村居化解矛盾纠纷1200多起，涉及
金额4000多万元，没有一起纠纷引
发群体性上访。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李小鸿继续带领司法所全体工作人
员奔忙在调解一线，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作出新贡献。近日，记者走进集
美区后溪司法所，探访这位金牌调解
员如何帮群众“算好情理账”，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

“我在村里有一块地遇到征迁，
地上附着物收到赔偿了，但青苗款却
没发放，怎么回事？”采访中，一位老
人快步走进后溪司法所，神色间带着
怒气。面对质问，李小鸿用闽南话请
老人在调解室安坐，认真倾听他的诉
求，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为他耐
心释法说理。“我知道了，我回去会整
理缺少的材料，再去申请……”得到
满意的解答，老人在来访咨询登记表
上签字后，道谢离开。

群众带着疑问怒气冲冲而来，带
着解答心平气和而归。这样的场景，
在后溪司法所常常能见到。面对有
需求的群众，李小鸿总是热心接待、
耐心倾听，秉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的原则解答，让问题止于
萌芽。

如今的后溪镇，辖区内不仅学校
多，厦门北站等人流量大的单位也坐

落于此。针对这种情况，李小鸿多次
带领调委会到重点区域调研，梳理近
年来多发的矛盾纠纷类型，为辖区内
调解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调
解组织依法调处与源头治理水平。
近三年，在“民法典宣传月”“国家宪
法日”等时间节点，他带领调委会前
往村居、学校等地，针对受众群体特
点开展普法宣讲12场次，努力让法
治理念在群众心中扎根。

有人调侃人民调解员“没钱没权
跑断腿，不吃不喝磨破嘴”，但在李小
鸿看来，在每个调解案例、每次司法服
务中，群众每一句感谢的话、每一个感
激的眼神、每一个会心的微笑，都让他
感到快乐。每当他帮助夫妻破镜重
圆、邻里握手言和、弱势群体讨回公道
时，心中总会洋溢着幸福感。“这条路，
选对了，值！”李小鸿说。

调解普法双管齐下 让矛盾止于萌芽

李小鸿，集美区后溪司法所所长、集美区后溪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副主任，曾获评“2019-2021 年度福建省人民调解先进个人”

“2016-2020年度福建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情理并重解心结 将纠纷消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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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给李小鸿群众给李小鸿（（左一左一））送来锦旗送来锦旗。（。（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李小鸿李小鸿（（左二左二））为群众释法说理为群众释法说理，，解开心结解开心结。（。（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提升航运服务能级
营造一流港口环境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积极探索维护新机制，做好航道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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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厦门港喜
迎全球最大级别集装箱船

“地中海·中国”号（MSC
CHINA）的处女航，万顷
碧波之上，这艘近400米
长的20万吨级巨轮，沿着
主航道、海沧航道稳稳进
港靠泊。今年，厦门港已
接待 20万吨级集装箱船
舶 376 艘次，同比增加
44.06%——如今，厦门港
已成为全世界巨轮的热门

“打卡点”。
这得益于厦门港世界

一流的通航能力和航道保
障水平。“世界一流”背后，
凝聚着厦门港航道保障中
心日复一日的不懈努力。
该中心加强党建引领，深
入开展主题教育，打造一
支业务能力强、服务水平
高的“匠心铸航”队伍，全
力推动港口航道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平安航道”建
设、业务能力提升成绩显
著，确保厦门港航道通航
保证率100%、海沧航道设
计通航水深保证率100%，
为厦门港维护“两链”稳
定、积极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作出重要贡献。

作为世界第十四大集
装箱港口，厦门港不仅是
特区经济的命脉，更是连
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
要节点。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下，经过多年努
力，厦门湾航道网基本建
成。“航道安全、畅通、稳
定，才能带来航线、货物聚
集，稳固厦门港的国内、国
际地位。”厦门港航道保障
中心负责人表示，根据《厦
门港口高质量发展规划》，
厦门港已明确 2035 年集
装箱吞吐量 2000万标箱
的发展目标，该中心将紧
盯以航道高质量发展助力
厦门港口高质量发展的策
略，不断提升航运服务能
级，支撑世界一流港口、东
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
道路越走越宽，为厦门服
务共建“一带一路”贡献航
道力量。

如今，厦门港航道已成为全球最
为繁忙的航道之一，全天候、全年无
休运营，时刻考验着航道管理效能。

一些科技创新举措，为航道管理
工作提供强有力支撑。去年5月，厦
门港启用智慧疏浚系统，该系统整合
了互联网、物联网、北斗定位、GIS等
技术，通过船载硬件设备便可远程对
航道疏浚施工全程进行动态监管，这
如同航道管理有了“千里眼”和“智慧
脑”，不仅24小时“盯”着施工船舶，使
相关违法行为无所遁形，还可详细展
示和记录船舶作业过程信息，为完整
作业链路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还牵头组

建了专门团队，对航道疏浚数据进行
全周期收集，从量化分析层面深度挖
潜，让大数据“说话”，后续可用于航
道回淤强度统计、维护效率分析和下
一年度维护工程量测算等方面，进而
对全港优化航道维护模式提供重要
参考借鉴。

“紧跟全港智能化建设步伐，我
们也不断调整航道建设管理模式。”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负责人说，港口
规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加上市场需求变化，倒逼航道
保障工作向智能化转型。在此基础
上，该中心正在推进打造一艘集管
理、监测、应急等任务于一体的航道

多功能船，目前已通过密集调研、洽
商，完成大部分前期筹备工作。

该负责人还说，接下来将加快对
标世界一流水平，在维护疏浚智能化
监管模式以及作业船舶先进程度、动
力装备上不断优化提升，夯实“智慧
港口”建设的基础，为厦门港积极服
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

一流的通航能力和航道保障水
平，营造国际一流的港口环境，为厦
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打下坚实基
础。今年前9个月，厦门港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929.63 万标箱，同比增长
2.2%，港口在厦门兴市强市进程中的
优势越发凸显。

厦门是国家重要的港口型物流
枢纽，每年有上万艘船舶进出厦门
港，其稳定运营对确保“双循环”物流
大通道畅通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
看，作为基础性设施的航道，既要建
好，更要管好、用好。

作为航道日常管理的“主力军”，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将厦门湾内航
道、石码航道、招银航道、后石航道统
一纳入巡航范围，制定年度计划，统
筹力量加大巡航覆盖面和巡航力度；
先后与厦漳两地多个涉海单位开展
联合巡航，通过执法打击、宣传教育
相结合的方式，有力打击侵占航道的
非法行为。今年该中心已开展近百
航次巡航，巡航里程超过2000公里。

厦门港航道现状较为复杂，既有

20万吨级主航道，又有千吨级以下航
道；既有天然水道，又有建设航道；既
有回淤较重的海沧航道，又有基本无
变化的马銮航道。“重要航道的水深
监测工作是我们常态化推进的一项
重要工作。”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负
责人说，这与船舶安全航行息息相
关，非常有必要。

今年来，该中心累计完成里程
284.1公里、面积25.92平方公里的水
深监测任务，为厦门港航道情况做

“全景扫描体检”，发布11份厦门港航
道通告，并及时发现航道水深浅点及
其他异常情况，向相关涉海部门通
报。

海上突发事件也会影响安全通
航，快速应对、处置这些事件，关系着

港口运作的稳定性。此前，针对海沧
航道碍航物，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及
时通报海事、引航部门，召开专题协
调会研究审定施工方案，调遣专用凿
岩船机设备、配合潜水员水下作业、
多波束测量船随时复测，啃下了“硬
骨头”，确保了船舶航行安全。

该中心还聚焦应急基础和应急
体系建设，修订、完善海上突发事件
应急方案、航道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
治方案等，明确任务完成时限和责任
人，全方位、多手段保障通航安全；与
海事、引航等涉海部门共同完善厦门
港应急通道建设规划，并对前期构思
方案进行推演，细致开展应急通道研
究。

聚焦应急基础和体系建设管理

探索航道智能建设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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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航道保
障中心开展定
期常态化巡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