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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救捞发展新机遇 发挥学会服务新作用

——救捞专业委员会 2021 工作报告

（2021 年 10 月 22 日）

主任委员 姚世光

各位领导、嘉宾、代表：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在中国救捞始发之地—上海，召

开“救捞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暨学术交流会”。请

允许我代表救捞专委会向大家拨冗赴会，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向各位会员和同仁们，作救捞专委会年

度工作报告，请与会代表审议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专委会近一年工作回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一年来，在中国航海学会的正确领导下，

在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和依托单位东海救助局的指

导下，在各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专委会坚持党建

强会，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提升了政治领悟力、政

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服务兴会，以“四服务”

为核心，以创建“双一流”学会为目标，在学术交流、



2

科技创新、科普活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一）搭建交流平台，提高服务水平。

建设“学术特点鲜明、学术交流广泛、学术成果

丰硕”的一流专业委员会，始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去年，专委会克服疫情影响，组织开展了多起学术交

流活动。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本届年会终于顺利召开。在今天的会议议程中，

我们将邀请 10 多位专家、学者作专题交流发言。本届

年会暨学术交流会共收到专家、学者投稿论文 180 多

篇。经救捞专家评审，已选出一批优秀论文，并将编

入本年度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救捞论文集》，

年底，陆续发放至大家手中。

（二）强化会员服务和发展工作。

会员服务方面：一是以《中国救捞》期刊和专委

会网站为媒介，面向会员单位，贴近广大会员，广泛

传递救捞行业新闻和热点信息，发布救捞行业理论探

索与实践经验新成果。自创刊以来，《中国救捞》已

累计出版发行 222 期。借此机会，我们恳请广大会员

单位继续积极投稿，欢迎展示各自的风采及新成果。

二是组织召开中国航海学会科技论文评审等活动，积

极发挥救捞专家和技术顾问的资源优势。三是积极推

进联络沟通常态化机制建设，建立了涵盖所有会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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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单位）的三个微信群，

确保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

在这里，也特别说明的是：本届年会，我们原来

邀请了近 10 家单位参加救捞相关装备展示活动。考虑

到疫情防控因素，且会期改为一天，故今年年会不设

展位，敬请相关委员单位和商家给予谅解。

会员变动和发展方面：按有关规定，海上搜救中

心周旻同志被任命副主任职务，同意辞去委员职务；

广州潜水学校原委员曾青同志因工作变动，同意田坤

文同志接任委员。今年以来，新发展了 1 家会员单位。

（三）深入走访交流、扩大专委会影响力。

新一届专委会成立后，中国航海学会何建中理事

长、张宝晨常务副理事长、闫晓波秘书长、部救捞局、

依托单位东海救助局及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都给

予了专委会悉心指导、帮助和大力支持。

新一届专委会主动到中国航海学会汇报工作，并

拜访学习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中国引航协会，走

访行业数家会员单位等。专委会的各项工作，也得到

了中国航海学会领导的支持和肯定｡

（四）加强专委会自身建设，提高服务保障能力。

一是做好换届工作。以线上方式顺利完成了救捞

专委会第十一届委员会换届选举。本届委员会共有会

员 119 人，其中，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单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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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副主任委员 8 人、副主任委员单位领导 12 人），

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1 人。救捞专委会现有会员单

位 104 个，涵盖了救捞行业各个层面，具备了广泛的

行业代表性。二是加强规范管理。强化意识、理清权

责，制定了《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工作

条例》（草案），下发了《救捞专委会专家库专家管

理办法》、草拟了《救捞专委会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

等多项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了规范化管理。

二、严守财经纪律，严控财务支出

专委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各会员单位的团

体会费、企业赞助和中国航海学会以及相关单位的资

助。由于，各会员单位盈利不一状况、近年来突发的

新冠疫情影响、以及专委会注销银行账户、结存资金

划转可能带来的不便，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自 2016

年起，专委会就没有正常收取过会费，企业赞助也相

应减少。目前，专委会的日常支出，均使用历年结余

款，以维持最低经费的使用。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

专委会一方面是严格遵守和执行财经纪律，尽量减少

不必要的开支，尽最大努力来维持专委会的日常工作

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是要认真按照《中国航海学会章

程》，严格执行社团组织和学术团体的会费标准，努

力做好专委会团体会费收缴，包括其它方面的工作，

以解决日常经费不足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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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专委会财务收支情况：（略）

三、下阶段工作重点

主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专委会上下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等一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以更高的站位、更强的意识、更大的力度，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不断提升全体会员和救捞

科技工作者的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达到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之目的，切实将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专委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二）以创建“双一流”为导向，进一步强化专

委会管理能力建设。

一是以中国航海学会领导“做强救捞专委会，支

撑一流学会建设”讲话精神为指导，制定救捞专委会

五年发展规划，视情召开国际救捞论坛，打造学术交

流和救捞期刊品牌，助力救捞事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全面落实中国航海学

会章程，及时修订和完善“救捞专委会工作条例”等

有关规章和制度。三是进一步发挥副主任委员、会员

和会员单位的作用。建立副主任委员（单位）议事决

策规则，探索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制定细则，规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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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单位管理。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办事机构自身建设，

努力建设一个规范运作、充满活力，专业高效的组织

机构。五是按照《中国航海学会章程》，严格执行社

团组织和学术团体的会费标准，做好下一步专委会团

体会费收缴工作，保持日常经费的收支平衡。

（三）以改革创新为目标，进一步提高救捞行业

凝聚力。

一是建立完善科技创新机制。积极探索建立救捞

科技的需求库、成果库和人才库等创新资源库，促进

创新链接机制和搭建共享融合发展平台。二是建立完

善调研和联通机制。继续拓宽调研范围，积极征求会

员单位对专委会工作的意见及建议，进一步密切与会

员单位的联系。三是建立完善需求合作机制。积极引

导和配合协助各会员单位在技术业务咨询、装备研发

应用、课题项目研究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共享共赢。

（四）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进一步提高专委

会吸引力。

一是强化服务功能和扩展技术咨询范围。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救捞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参与救捞科技

研究、科技理论研讨、科技项目咨询评审等活动，充

分发挥救捞专委会专家优势、专业技术优势的独特作

用。二是建立完善社会服务机制。全面落实中国航海

学会会员服务的六件实事，积极参与全国科普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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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活动航海周等活动。三是加强专委会网站维护管理。

不断完善网页栏目，注重网上的学术性、准确性、实

效性，设立“建议栏”，突出“两个维护”，做好网

站风险防控体系工作。四是提升救捞期刊的质量和水

平。继续办好《中国救捞》期刊，优化期刊版面内容，

筹划每年一期《救捞论文集》的编撰出版发行工作。

各位委员、代表！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救捞专委会力行于，

为善谋者提供交流平台，为实干者搭建沟通渠道。救

捞专委会愿同救捞同行一道，开拓创新、奋发进取，

为共同推动我国救捞行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努力！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救捞专委会多年来的支持，

祝各位领导、嘉宾、代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

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