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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邮轮搜寻救助综合实战演习在津举行

AI技术首次应用于搜寻救助
汇聚天开园
工匠飙技能

变废为宝 本市首试炉渣铺筑农村公路

这次演习不仅是今年以来全国
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邮轮搜寻救助
综合实战演习，锻炼各搜救力量应对
巨灾的协同作战能力，还实现了多
个全国首次的突破——首次将AI技
术应用于搜寻救助，首次使用磁吸
北斗定位装置实时跟踪集装箱，首
次将无人机应用于邮轮探火作业，
为全国应对邮轮重特大海上突发事
件提供借鉴。

模拟邮轮与集装箱船碰撞

此次演习模拟满载旅客的“梦
想”号邮轮在靠泊码头进入航道时与
一艘失控的集装箱船舶发生碰撞。
邮轮上有两名乘客脊柱严重受伤，34
名旅客落水，近百名乘客不同程度受
伤，且左舷船中破损严重、进水倾斜；

集装箱船上多个装载着新能源汽车
（第九类危险货物）的集装箱着火，两
个集装箱落水，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以及天津港的通航秩序，需
要紧急救援救助。

演习中，参演单位分别调派海事
巡逻艇、专业救助船、救助直升机等
应急力量赶赴事发水域，成功开展了
落水人员海空联合搜救、危险品消防
作业、应急拖带、集装箱打捞、溢油围
控及清除、邮轮大规模人员转移以及
医疗援助等8个演习科目，共出动19
艘船舶，1架直升机、2架无人机、3台
救护车辆，2辆转移大巴。

科技和智能惊艳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新兵”们
的首次亮相十分惊艳。此次演习突
出了“科技、智能”的特点，综合运用
了AI技术、磁吸北斗定位装置、无人
机等高技术装备，充分体现了海上
搜救应急处置技术逐步向智能化、
现代化、国际化转变，初步形成了
陆、海、空多维度的智慧救援网络。
在邮轮碰撞险情发生后，陆上的数
据监测中心通过AI算法迅速收集并
整合来自视频监控、雷达扫描、卫星

图像等渠道的信息，利用 AI 技术快
速对现场事故的严重程度、受伤人
数、落水人员位置等关键信息进行
分析研判，智能生成一套或多套救
援方案；在海上，集数据通信、信息
播发、遇险安全值守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磁吸北斗定位装置发挥重要
作用，当海事人员发现落水集装箱
后，立刻将该装置安装到落水集装
箱上，磁吸装置自带强磁，可快速、
牢固地吸附落水碍航物表面，实现
对碍航物的实时定位和轨迹回看追
踪，大大提升了对碍航物跟踪及打
捞的效率；在空中，搭载着红外热成
像相机等探火设备的无人机迅速飞
抵火场，对火源精确定位，评估火势
的大小和蔓延趋势，为地面指挥人
员提供可靠信息，提高灭火效率，开
启海上探火新模式。

据悉，2019年至今，天津市海上
搜救中心共处置海上各类险情 241
起，调派救助船舶 727 艘，救助飞机
33 架次，救助遇险船舶 191 艘，救助
遇 险 人 员 2151 名 ，救 助 成 功 率
98.31%。

新报记者张珊珊
图片由海事部门提供

日前，津彩南望·聚匠天开——
2024 年“津南工匠杯”劳动技能大赛
科教赛道比赛拉开帷幕，来自津南区
企业的技能工匠汇聚天开津南园，飙
技能、拼本领。

据介绍，本场比赛共设工业机器
人、机电一体化2个项目，采用单人赛模
式，主要考核现场实际操作。除本次科
教赛道，大赛还设置了会展赛道、生态
赛道，比赛采用评选赛和展演赛相结合
的办赛模式。围绕服务发展新质生产
力，这次比赛更侧重工业机器人、机械
一体化等智能化项目，希望通过发挥劳
动技能大赛对技能和人才培养的引领
作用，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产业工人队伍。经过前期的赛前培训
后，选手们个个胸有成竹、技能娴熟，展
开了一场技术与智慧的较量。

“这次大赛是在海教园、天开津
南园、津南经开区融合发展的背景
下组织举办的。比赛深挖津南区驻
区培训资源，比如工业机器人和机
电一体化比赛在天津市职业技能公
共实训中心举办，为选手们提供了
更加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比赛场地，
进一步提升了产业工人的技能水
平。”津南经济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副
主席郭芳介绍说。

据悉，2024年“津南工匠杯”劳动
技能大赛将持续到9月20日。

新报记者张艳

日前，近210吨生活垃圾焚烧炉
渣成功应用到津南区梨双路养护作
业中，成为近400米上行底基层的一
部分，这是天津公路“津心养护”品牌
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建设实践
上的又一次突破。

据悉，生活垃圾焚烧炉渣，是城
市垃圾经过垃圾发电技术焚烧处理
后的产物，没有毒性，可直接进行填
埋或进行回收利用。城市每年产生
的生活垃圾快速增长，全世界每年的
生活垃圾焚烧量约为1.95亿吨，炉渣
年产量约为 3.9 千万吨，统筹消纳炉
渣并进行高值低碳化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市公路中心联合市交科院敏
锐发现其中蕴含的利用价值，东丽、

红桥等区近 2000 吨的生活垃圾被
送往中节能垃圾焚烧处理厂，经过
焚烧后产生约 400 吨炉渣，用于本
次养护作业。堆放在厂区的炉渣先
要经过筛分、破碎，将其中没有焚烧
掉的废铁等杂质清理出来，再用水
清洗去除粉尘，形成直径在 5-10 毫

米的颗粒，与砂石等混合就形成了
基层筑路材料。经研究分析，与使
用普通基层材料相比，炉渣用作基
层材料强度高、性能好，对基层早期
病害控制也有很好效果，此外，采用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每吨可节省 13-
16元，应用前景较好。

近年来，“津心养护”品牌建设在
材料再生循环利用方面不断取得新
的成绩，接连成功研发并投入使用

“钢渣厂拌热再生废废结合技术”“全
深式泡沫沥青就地冷再生技术”等，
天津公路处理好与资源节约、环境保
护关系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新报记者李文博
图片由市交委提供

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中
国农业大学、河北省沽源蔬菜专家工
作站和武清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在
武清区黄花店镇甄营村建立了“市农
业发展服务中心科技示范基地”，并把

“京津冀蔬菜科技小院”直接建立在了
基地里。黄花店镇蔬菜生产历史悠
久，通过科技小院这个平台，与农业院
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由他们每年派出
常驻研究生，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把
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作为研究课
题，集成创新关键技术。让科技示范
基地成为展示优新品种、轻简高效新
装备和增产提质新技术的科技型农业
生产基地，从而提升区域生产水平，推
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文/摄 新报记者徐燕

“京津冀蔬菜科技小院”

专家在田间地头
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

昨日，2024年国际邮轮

大规模综合应急演习在天津国

际邮轮母港举行。本次演习由

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主办，海

事、海关、边检、救助以及东疆

管委会等14家单位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