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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腾

　　“直提直装”操作新模式是青岛自
贸片区根据船公司、外贸企业等需求，
结合口岸实际，对外贸集装箱实行进
口货物“船到直提”、出口货物“抵港直
装”的操作新模式。
　　在此模式下，实现了关口前移。进
口货物申报由原先的抵港后前置到货
物抵港前48小时，出口通关手续由原
先货物抵港后提前到货物抵港前。企
业由原先的抵港后申报改为提前办理
海关申报和缴税手续，实现进口集装

箱货物在抵港卸货前获得海关放行许
可。出口企业在货物运抵前即可提前
申报，货物实际进入港区时便可获取
查验或放行指令。
　　口岸作业流程也不断优化。新模
式下进口集装箱货物如无需海关查
验，船舶抵港后自动放行，卸船即提。
为满足高效便捷的提离操作，码头安
排专属业务人员对接企业，实时告知
货物的卸船时间，并安排人员现场引
导车辆进入桥吊下提箱。出口集装箱
货物如无需海关查验，运抵后自动放
行，出口直装，确保箱子及时出运。
　　针对新模式，还开发了网上受理
预约平台，企业通过山东港口青岛港
微信公众号服务平台预约，全程网上
申请办理业务。进口货物提箱时，企业
可根据平台反馈的卸船时间到码头提

箱出场。出口货物在船舶抵港前24小
时，企业可登录平台获取预计装船时
间，安排司机入港装船，实现全程网上
申报，缩短在港等待时间。
　　实践效果显示，对于进口货物，

“船到直提”大大缩减了交付时间，时
效性增强；对于出口货物，申请“抵港
直装”，缩减了备货时间，降低了用箱
成本，满足了企业对物流时效性的需
求，传统的出口货物装船时间需要3-4
天，采用直装方式平均缩短为0.5小时。
　　下一步，青岛自贸片区将发挥口岸

“区关港”协作机制优势，针对有特殊需
求的企业实行定制化服务。同时，优化

“直提直装”流程，提升港口管理水平和
信息化水平，对卸箱时间、装箱时间进
行更加精准的预测，缩短司机在港等
待时间，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青岛LNG接收站累计接卸500船，供应管道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
◆2号泊位将于今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届时将形成双泊位接卸格局

增泊位扩库容，保供应底“气”足

青岛自贸片区创新集装箱进口“船到直提”、出口“抵港直装”模式

“直提直装”助力货物高效通关

我省发布高森林
火险橙色预警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袁芳 

　　近日，满载7.2万吨液化天然气
的“中能温州”号顺利靠泊位于董
家口经济区的中国石化天然气分
公司青岛LNG接收站码头。至此，
青岛LNG接收站接船突破500艘次。
据统计，青岛LNG接收站自2014年
11月接卸首船以来，累计接卸LNG
总量超3500万吨，累计向社会供应
管道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

　　建站之初，接收站首船LNG接
卸还需由国外团队主导。青岛LNG
接收站迎难而上、从无到有，建立
了中国石化第一套LNG船舶接卸
及港务管理技术体系。
　　从2014年投产至今，青岛LNG接
收站接连创造了“首次夜间靠离泊
同时作业”“12天连接6船”“24小时
接卸卡气Q-Flex型超大LNG船舶”
等多项纪录，规范固化了两船一天
内“即离即靠、一出一进”的高效接
卸模式，创造了“资源接卸高速度”。
　　其中，今年4月份超大Q-Flex
型LNG轮成功靠泊青岛LNG接收

站码头，标志着山东省首次接收来
自卡塔尔的海外天然气资源，为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赋能
地区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全
面增强清洁能源保障能力，注入了
强大底“气”。
　　一直以来，天然气分公司青岛液
化公司对标一流能源企业管理模式，
深化改革、锐意进取，在青岛LNG
接收站成立港务运行中心，形成“海
务”“船务”“关务”三大专业化系统，
打造LNG码头专业化运营团队。
　　目前，青岛LNG接收站单泊位
接卸能力已提升至13船/月，2号泊
位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随着2022
年底前“双泊位”建成投产，青岛
LNG接收站设施能级将再次提升。

　　近年来，青岛LNG接收站逐步
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
技术体系，掌握了丰富的自主投产
经验，主导并实现了中国石化多个
LNG接收站的开车投产，2021年顺
利实现二期工程提前中交、三期工
程 气 化 外 输“当 年 建 成、当 年 投
料”。今年，青岛LNG接收站将实现
三期3500万立方米的日气化外输

能力，力争日气化外输量翻一番。
　　聚焦改革升级发展，青岛LNG
接收站以智能化转型推动企业高
水平管理，智慧运营建设初见成效。
目前，“数据电子化”基本完成、“业
务信息化”全面推进、“管理智能化”
深度探索，实现生产报表自动填报
率达92.7%，作业签证线上签署率
超90%，设备综合完好率超99%。

　　2014年一期工程投产时，青岛
LNG接收站年资源接转能力为300
万吨。青岛LNG接收站始终牢记

“国之大者”，坚决扛牢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设施能
级。2021年二期工程投产后，接收
站能级再扩大、量效再提升，年资
源接转能力达700万吨，储气能力
增至5.94亿立方米。
　　今年年底，青岛LNG接收站2
号泊位将投入运行，目前世界最
大、国内首台27万立方米LNG储罐
也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3年底将
投入运行。届时，青岛LNG接收站
最大年接转能力将突破千万吨，以

“工程建设高质量”推动保供体量
再上新高。

满载天然气的大船靠泊青岛LNG接收站码头。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据气象部门预测，“五
一”假期前，大风天气频发，全省无
有效降水过程，全省森林火险等级
处于高度危险，部分地区将达到极
高危险。省森防指办公室发布高森
林火险等级橙色预警，要求压实防
控责任，主动加强火灾风险研判，采
取针对性措施，加大巡护巡查频次，
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加强林区线路
巡护，强化值班备勤，做好应急准
备，科学快速处置突发火情。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迅
速行动，转发《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
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发布高森林火
险等级橙色预警的通知》，要求各单
位严格落实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各项
防范措施，对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再
强调、再动员、再部署，深入排查林区
林缘火灾隐患，加大农事用火、祭祀
用火、生产生活用火等野外违规用火
打击力度，强化应急准备和值班值
守，强化驻点驻守和划片包保制度的
落实，把防火责任分解到各个班子成
员，分解到每名机关、社区、村居工
作人员，确保每一处林区、山头、地
块都要落实到具体责任人，严格落
实“守土有责、失职追责”的要求，形
成抓森林防灭火工作高压态势。

从先行先试到专业管理
港务运行科学有效

从分散管控到集中调控
生产运营智慧高效

从三百万吨到千万吨级
保供能力再攀新高

“五一”假期前大风天气频发

（上接第一版）认清当前面临的复杂
形势，以更高的站位、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
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大
局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要迅速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发现问题隐患立即整改，
挂牌督办、限期解决，常态化开展综
合性检查和专题督导。要切实加强
对危化品、非煤矿山等特种行业领
域以及建筑施工、旅游、道路交通、
海洋渔业和海上安全、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要全力做好森林防灭
火工作，严密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
患，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切实防
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要扎实做好
防汛度汛准备工作，强化监测预警，
备齐备足各类必需应急物资，切实
加强应急演练。要依托城市云脑，加
快推进城市生命线监测预警平台建
设，增强城市公共安全、生产安全、
自然灾害等感知和预警能力。要压
紧压实领导责任，抓实部门监管责
任，夯实企业主体责任，对安全生产
事故依法依规进行事故调查、责任
追究，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杜乐江参加收看。

（上接第一版）为青岛开发区做好重
点产业发展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下一步工作中，青岛开发区将
立足改革发展使命，聚焦贯彻落实
市、区党代会和两会精神，持续聚焦
新型显示、智能家电、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化工等重点产业链发展，通
过探索实施聘任产业发展顾问机制
等形式，深入学习研究产业未来发
展方向，并依托产业链头部企业在
如何建链延链补链强链上做足文
章、下好功夫，以持续拓展智囊专家
智力平台效应，进一步加速形成头
部引领、链条健全、布局科学的产业
发展生态，奋力打造全国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