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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贤君 杜羽丰杜羽丰

奔跑奔跑吧吧！！
奋进奋进者者

““义新欧义新欧””班列数字化场景运转效率如何班列数字化场景运转效率如何？？记者跟随集卡车司机体验记者跟随集卡车司机体验——

一个集装箱的数字之旅一个集装箱的数字之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贤君何贤君 杜羽丰杜羽丰 共享联盟义乌站共享联盟义乌站 吴峰宇吴峰宇

“出发，去铁路口岸！”
上午，位于义乌市诚信大道的

义乌港内，工人们忙着装载货物,
集卡车有序进出，一派繁忙景象。
人群中，我们找到了集卡车司机杨
永。当天，他接到车队的派工，要
从义乌港短驳一批装满货物的集
装箱到义乌市陆港铁路口岸通关
落箱，并经“义新欧”中欧班列发往
国外。

一个集装箱货物要出口，要向
海关报关，经海关监管后即可通关
放行。通俗讲，集装箱从运抵铁路
口岸，到通过海关关卡进入集装箱
堆场，是通关最为常规的形式。

为了抢抓出货时间，铁路口岸
集装箱堆场内最多时堆了 2600 多
个集装箱。如何让这些集装箱以最
快的速度进出堆场，短驳至铁路发
运的龙门吊下，直接影响着“义新
欧”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为此，义
乌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化应用，让集
装箱通关时间从排队 24 小时缩短
至 5 分钟。“义新欧”班列也从原来 1
天3班提升至最高6班。

1 月 1 日到 3 月 14 日，义乌铁路
口岸发运“义新欧”中欧班列 270 列
22472 标箱，海铁联运发运 170 列
14650 标箱。一个个数字化场景是
如何运转的？我们跟着杨永，体验
一个集装箱的数字通关之旅。

9:00 预约

线上“云”排队
9 时，义乌港车水马龙。坐进

集卡车的副驾驶室，我们发现，杨永
并没有急着开车。只见他拿出手
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名为“铁路口
岸进场证预约”的数字化平台。“现
在有了这个，方便多了。”只见他在
平台界面上输入进场单号、车牌号
和集装箱号后，点击开始预约。不
到1分钟，杨永就收到了平台发送过
来的反馈信息：集装箱已报关，预约
通关进场时间为9时50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跟着杨
永发车启程，赶往铁路口岸。

“其实早在发车前，这个集装箱
的数字通关之旅就已经开启了。”路
上，坐在后排的陆港铁路口岸场站
运营中心副经理龚英来告诉我们，
报关就是走在前面的一环。

“樱桃去核器 7000 个，劳保手
套 39128 双，保温瓶 2484 个⋯⋯”
就在发车前半小时，义乌通欧报关
代理有限公司报关员陈嘉炜就打开
电脑，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义新欧”中欧班列业务系统

（以下简称“义新欧系统”），为杨永
车上的这一个集装箱货物报关了。

义乌打造的这一系统，实现了
海关、铁路、场站、交通、运营单位等
主体间数据共享，打通“通关+物流”
各信息节点。实现了“义新欧”中欧
班列集装箱全流程可视化。

一路上，龚英来反复跟我们强
调：集装箱报关是预约的前提，而预
约是为了更加方便地通关进场。报
关 的 同 时 ，意 味 着 数 据 共 享 的 开

始。海关、铁路、场站、运营单位等
主体，都会同步收到这个集装箱的
信息。“什么产品，目的地是哪里，一
目了然。无论到哪个环节，集装箱
都能畅通无阻。”龚英来说，预约则
让原来排长队进场的集卡车，提前
在线上“云”排队。

9:50 通关

现场“零”等候
驱车约半小时后，杨永的集卡

车于 9 时 45 分抵达铁路口岸门口。
离约定的进场时间还有 5 分钟，此
时，排在我们前面，有 10 多辆同样
等待进场的集卡车。让人意外的
是，轮到进场的时候，每一辆车子几
乎都是“秒进场”。

“和以前比，差别很大。”老家在
河南的杨永在义乌跑了6年集卡车，
往来于义乌港和铁路口岸，见证着
这里的日渐繁荣。

据统计，义乌铁路口岸2021全年
发运“义新欧”班列1277列，10529标
箱，同比增长31%，海铁联运班列811
列，68432标箱，同比增长100%。随
着业务量的增加，集卡车车辆排队等
候进场的时间也长了起来。

“我见过最夸张的时候，通关的
车队要排到几公里外。”杨永告诉我
们，没有数字化系统之前，他们根本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场，也不知道
自己运送的集装箱是否已报关。“所
有信息都是靠人工，报关行、货代公
司层层传达，车队、司机接收信息很
不及时。”提前到铁路口岸盲等，成
了最稳妥的办法。

“有时候未报关的集装箱排在前
面进不去，报了关的堵在后面前进不
了。”在杨永的印象中，时间最长的一
次，短短 200多米路，他整整等了 24
小时，“吃喝全在车上，哪也去不了。”

现在好了，数据共享后，杨永只
要通过铁路口岸进场证预约平台，

就能随时掌握集装箱的通关动态，
合理安排时间。

9 时 50 分，卡口自动识别集装
箱号后，杨永的集卡车顺利进场。
从抵达铁路口岸排队到通关进场，
只用了5分钟时间，刚好与预约进场
的时间相符。

10:06 落箱

堆场“智”调度
通关进场之后，如何最快找到

集装箱所要堆放的位置呢？
在海关监管场进出卡口边上的

调度房内，我们见到了陆港铁路口
岸集装箱堆场调度员尹小华。当杨
永的集装箱被识别进入海关卡口
后，我们在他的电脑上看见，一个矩
形的橙色模块——集装箱 3D 化模
型——冒了出来。

“这是什么原理？”在我们的追
问下，尹小华道出了背后的玄机。

这一模型的生成，归功于陆港铁路
口岸场站智能化作业系统。“我们通
过对重箱堆场、集装箱等比例缩放
进行 3D 建模，相当于把场站搬到了
网上。”尹小华说，他只要在电脑前，
通过简单的“拖拉拽”，进行堆场集
装箱的调度作业，就能实现堆场堆
存情况“云监测”。

在 3D 模型上，我们看到，集装
箱堆场按照发往地不同，被划分为
ABCDE 等不同区块。A 区是中亚
和俄罗斯、BCD 区是中欧方向。而

集装箱则按照堆放层次的不同被
分为多种颜色，一层为绿色，二

层为黄色，三层为白色。刚进
入卡口，未调度的集装箱则
以橙色显示。

“我们会按照先进先出、
班列的发运计划、尽量减少翻箱

等原则堆放集装箱。”经过综合考
虑，尹小华最终把杨永的集装箱用
鼠标拖到了A3-12-1。

而此时的堆场内，负责装卸集
装箱的正面吊司机的平板电脑上，
也第一时间出现了这一串编号。

当我们跟着杨永的集卡车进入
堆场之后，在平板电脑上接到堆位
指令的正面吊司机朱林峰，第一时
间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寻找堆
位、起吊集装箱⋯⋯在他的指引下，
16 分钟后，杨永的集装箱就精准落
箱了。我们看了看表，时间显示是
10时06分。

“我们还实时统计分析堆位使
用率、预约箱量、客户进场箱量、正
面吊作业量等关键数据，帮助铁路
口岸更直观地掌握场站运营情况。”
尹小华说。

后来，我们也发现，从义乌港进入
义乌铁路口岸，作业全程居然不用下
一次车、全程无接触，直到离开口岸。

夏艺瑄

黄宁璐

硕大的集装箱轮迎来送往、一
座座桥吊不间断运作⋯⋯宁波舟山
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是
舟山口岸首个现代化集装箱码头，
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集装箱源源不
断地汇聚到此扬帆出海。

同样忙碌的还有一群“幕后英
雄”，他们让集装箱通关变得高效、
使船舶加油远程可控，正是在他们
的辛勤付出下，宁波舟山港货物吞
吐量连续 13 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
全球第三个3000万级集装箱大港。

近日，我们来到舟山的保税燃
料油加注现场、海关业务窗口和船
舶代理公司，感受数字通关理念如
何 深 入 到 船 舶 进 出 口 岸 的 各 个
环节。

锚地利用率提升30%

舟山是全球第六大加油港，去
年保税船用燃料油加注量突破 550
万吨。日前，我们走进了位于舟山
临城的浙江自贸区中石油燃料油有
限责任公司，探寻外轮加油效率提
升背后的奥秘。

窗明几净的办公区，工作人员
或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处理信
息，或接打电话沟通业务，现场忙碌
紧张却又井然有序。看到我们进
来，调度执行员金佳峰热情地招呼
我们。“今天加油单子多，我先把任
务领好。”说完他便坐回电脑前。

凑近一看，金佳峰正在保税船
用燃料油调度系统上领任务。这是
舟山港综合保税区管委会近年来建
立并持续完善的国际船油加注智能
监管服务应用场景之一。金佳峰指
着办公桌上的两台电脑说：“现在锚
地供应业务已实现全流程信息化，
我在电脑前就能完成指挥调度。”

此时，系统弹出一条新的任务
订单：太平洋东营，散货船，计划加
油1290吨⋯⋯

认领任务后，金佳峰迅速点击
“正式计划表”，当下各锚地排队情

况一目了然。他又结合船舶航速、
锚地实况、气象风力等数据，向船务
代理人员发送了“建议停靠秀山东
锚地”的信息。在金佳峰看来，能在
短时间内给出最优建议，正是调度
系统发挥了“智慧大脑”的优势。

“没有这个系统前，我们只能通
过打电话获知现场锚位使用情况，
经常发生船舶到港时间和加注时间
存在较大间隔的情况；现在，我们可
实时了解各锚地排队情况及前方船
舶加油进度，并根据排位顺序提早
准备，锚地利用率提升了30%！”

此时，太平洋东营船正全速驶
向秀山东锚地，系统显示第二天就
能到港。“我们马上要做的是按照
订单量，将油库里的油提到供油船
上，这需要跟海关申报。”金佳峰一
边介绍，一边将系统切换至“中国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细致地填写
了出库申请。

“一次也不用跑，两三个小时就
能完成审批！”金佳峰回忆，原先保
税燃料油从出库到核销需向多个管
理部门分别进行纸质申报，现在简

化为线上平台统一申报，最
快两三分钟就能完成审批。

大厅里空荡荡

网上申报、实时审批，让金佳峰
的油品出库申请飞快通过。而在网
络的另一端，负责进出口岸各环节
审批的海关部门也从各类智能系统
的上线中获益。

日前，我们在宁波舟山港金塘
港区内的海关通关监管业务窗口，
体验了改革带来的效率提升。

这是个日处理业务 200 余票的
地方，各类船勤、舱单、转关、通关等
业务均需在此办理。我们推门而
入，却发现本以为繁忙的大厅内，只
有两名工作人员点击鼠标和敲打键
盘的声音。

我们忍不住看了看墙上的钟，
时间指向上午 9 时 15 分，应该是窗
口最忙碌的时候。再看工作人员
——舟山海关监管二科科员吴桐的
目光正紧盯电脑。“刚好港通 19 集
装箱船有两票物料供应需要审批。”

吴桐解释道。
“那么多业务量，居然只有两名

工作人员？”我们心生好奇，凑近一
看，屏幕显示的是“舟山数字口岸综
合服务平台”。只见吴桐娴熟地打
开申报查询，查看随证单上的供应
合同、发票等材料，确认无误后，他
又打开海关运输工具系统，对该票
业务审核通过，整个过程吴桐电脑
里还收藏了杭州海关大通关应用、

“智慧口岸”等多个智能化应用系
统。吴桐说，以往各项业务申报，
企业都得拿着资料来回跑，现在有
了这些应用，业务办理驶入了“高速
公路”。

正说着，舟山兴港国际船舶代
理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拿着一张转关
核销表来找吴桐，5票货物出口转关
因信息填写错误，未能自动核销，需

要人工审核。
“甬舟出口转关货物自动核销功

能上线前，每一单都需要我们手动输
入 16 位预录入号，费时费力。”吴桐
告诉我，遇上集装箱数量多，光办理
这一项业务，就要占用半天时间。“自
动核销功能上线后，集装箱卸入堆场
发送运抵报告，海关验核完封志后，
系统随即就可以完成核销。”

工作方式变了，窗口人少了。
吴桐指着略显空荡的大厅说，最多
的时候这里有6名关员处理业务，大
厅里面都是来现场办理业务的货

代、船代公司人员。这几年，舟山
海关通过数字赋能深化各项业

务改革，简手续缩流程，货物
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限分别
压缩至 30 小时、2 小时以

内，大幅提升了通关口岸效
率。

从排长队到立等可取

正如吴桐所说，曾经船代公司
员工为了让船舶顺利进出口岸，需
要跑遍海关、海事等各个部门。随
着数字通关的触手延伸到角角落
落，他们的工作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见到孙林林时，他正在浙江海
事局政务服务网上进行“油污基金
申报”。作为舟山中外运船务代理
有限公司的一名外勤，这是他所负
责的通关业务之一。

填写信息、打印资料、扫描上
传⋯⋯半小时内，他熟练地完成了
前期准备后点击提交，并在微信群
中告知了舟山海事局的工作人员，
开始等待网上审核。一切如行云
流水，只待审核通过后去现场领取
发票。

“以前所有的材料都要带去现
场，万一有遗漏或者错误，往返就
是一小时。”参加工作才两年，他已
经深刻体验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
便利。

“我的工作主要是为船舶办理

各项规定手续，确保船舶顺利进出
口岸。”孙林林介绍，“船舶资料无纸
化施行后，真的方便了很多。”

下午，有一艘船将要靠岸，孙
林林似乎又有任务了。他在背包
里面装上防护服、消毒水、救生衣
等物品。“这是要去哪儿？”我们心
生疑惑。

“去港口收取船员护照。”按照
防疫规定，我们不能一同前往。一
个多小时后，他带着装有护照的密
封箱返回。任务虽然进展顺利，但
也令我很不解：“既然已经推行数字
通关，去偏远的港口取件岂不是很
不方便？”

孙林林一边驱车前往舟山口岸
通关服务中心，一边给我们讲述工
作中的变化：“以前可不是取十几本
护照就够了，船长提供的材料至少
要这么厚一沓。”他用手指比划了大
约两厘米宽度：“有一回我检查出一
个小错误，向船长提出修改，花了一
个多小时才拿到手。不仅我身心疲
惫，也耽误了船进港装卸货物的时
间。”

到达通关中心，边检办理入境
许可，再到海事局领取发票，不到一
小时，两项业务都成功办结。“以前
只 能 现 场 审 核 ，到 处 都 是 排 队 的
人。现在几乎立等可取，我这个外
勤坐办公室的时间可比以前多了！”
他轻快的步伐，似乎让我们也感受
到工作效率提升带来的快乐。

记者来到宁波舟山港，看数字通关理念如何深入船舶进出口岸各个环节—

一座港口的智慧“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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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吊司机在堆场内调度集装箱。 当我们跟着杨永的集卡车进入堆场之后，正面吊司机朱
林峰在平板电脑上接到堆位指令。共享联盟义乌站 吴峰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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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桐正在通过“舟山数字口岸综合服务平台”对船舶物料
供应进行线上审批。 本报记者 夏艺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