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www.xinminweekly.com.cn

霓虹灯下的上海水警

一桥”以及上海沿长江沿海区域。一江就是黄浦江，一河是苏

州河，一港是整个上海港，一桥是东海大桥。

边防港航分局成立以前，多头管理已难以适应上海城市发

展的需求。譬如原上海市水上公安局归上海市公安局管辖；上

海港公安局和上海海事公安局属于交通运输部公安局管辖；而

主要负责守护海岸线、岛岸线的上海边防总队是现役部队。

整合后的力量能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指挥。淞湾路上的新办

公楼，还是上海海防委员会办公室及水域治安防控中心。遇到

必要的情况，新的平台可以请海事、海警、海关、水务等兄弟

部门协调进行联席会议，采取联合行动。

难度大、范围广，水上卫士任务重

“上海水域总体特点为‘江湖河网密布，港汊纵横交错’。

全市共有河道（湖泊）4.8 万余条，河道（湖泊）面积 633 平方

公里，占全市面积约 10%。江南水乡，水网发达。” 柳国青局

长说，“水域与陆地的区别又在于，对于违法犯罪有三难——

发现难、控制难、处置难。”

我们很难想象，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实际上仍存在一

些人迹罕至之地。在这些地方，民警单凭肉眼，很难识别一艘

运输船舶是否正常行驶——它可能是一艘正常的运输船，也可

能违法违规，装载了未申报的危险品。如果这样的船舶驶过主

城区，或者自来水取水地，其危险性不言而喻。

至于控制难，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比起交警在道路上

拦停车辆，水警拦船需要寻到合适的码头靠泊。而民警上船后，

查验的难度也不同——以一艘排水量三百吨到一千吨左右的船

舶来说，没个二十分钟，是无法查遍全船的。

最令人头疼的还是处置难。

以长江大保护为例，警方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警察从

长江口登上捕捞船检查，船上确实发现了禁止在长江里捕捞的

鱼种。然而船老大愣是说，这鱼是在东海里打上来的。江鱼确

实会洄游，一会儿在海里，一会儿在江里。警方如果抓不到证据，

很难查处。柳国青认为，未来不妨从鱼种来认定——凡是长江

禁捕的鱼类，在哪里都不允许捕捞。

民警上船采取三必查——人必查、货必查、船必查，一旦

发现有违法违规的情况，公安在行使职能的时候，需要与其他

部门配合。2021 年 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已正

式实施。柳国青局长认为，未来如何做好与海警的协调，对边

防港航公安分局来说是一个好课题。

2020 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海事部门曾向边防港航公

安分局报案，称外高桥处某码头发现一艘走私船，船上有 27 个

集装箱，船上人员全跑光了。边防港航民警认为，第一要务是

找到这些跑掉的人，因为特殊时期他们存在疫情传播的风险。

穿成“大白”的民警，第一时间找到这些走私船员，先核酸检测，

再进行隔离——与普通人隔离不同，这些人的隔离，必须警方

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做好看护。隔离期满，再次核酸检测后，

才开始走刑事程序。而对于截获的这艘走私船和 27 个集装箱，

水域与陆地的区别在于，对于违法犯罪有三难——发现难、控制难，处置难。

　　近期，一部具有创新性的地方法规——《上海市水域治安

管理办法》正在研究讨论中，不久后将面向社会公示。

　　上海市于 1998年颁布实施《上海市水上治安管理暂行规

定》，至今已逾20年，在法律适用层面难以满足水域治安管理

的现实需要。

　　随着“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实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

洋山深水港建设、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公共空间贯通等形势发

展，急需一部新的法规应对当前水域治安防控需求。

　　据相关部门介绍，上海水域上存在“幽灵船”“马甲船”

进行走私及非法捕捞活动，“三无”船舶管理职责不清，水域

行政管理部门众多，职能交叉、管理缺位，水域日常管理信息

化科技手段不高等实际情况。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全新的水

域治安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管理责任，落实管理措施。

　　新的《办法》将强调部门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执法联动，

为上海营造安全有序的水域治安环境和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广

大市民参与涉水活动的安全感，为“人民

城市”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创新，上海正研究出台
《上海市水域治安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