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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 2020年工作总结及 2021年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专业委员会、技术专家委员会： 

根据民政部年检要求及协会工作要求，请协会各专业委

员会将 2020 年工作总结及 2021 年的工作计划以书面材料形

式报送协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送内容 

1.2020 年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应包括 2020 年开展的业务活动、主要工作成

绩、经验体会、存在问题、改进方法等。工作总结应实事求

是、突出重点、文字简练、条理清晰。 

2.2021 年工作计划 

请结合《中国疏浚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之 2021

年总体工作思路》（见附件）开展相关工作。应包括 2021 年

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安排等。 

二、报送时间及方式 

1.报送时间：2021 年 2 月 5 日前 



2. 报 送 方 式 ： 材 料 电 子 版 发 送 到 协 会 邮 箱

zgsjxh2013@163.com。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郭恩泽 

联系电话：010-64472770  18612590726 

联系传真：010-64475626 

电子邮箱：zgsjxh2013@163.com 

 

附件：《中国疏浚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之 2021

年总体工作思路》 

 

 

 

中国疏浚协会             

2021 年 1 月 12 日           

 

 



中国疏浚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之 

2021 年总体工作思路 

 

2021 年是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和实现二〇三五远景

目标的起步之年、开局之年，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协会成立 20 周年，提前谋划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业面临的环境因素与发展趋势 

从宏观形势看，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二是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

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

空间广阔、发展韧劲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

方面优势和条件。三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为疏浚行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为产业升级

和向新产业衍生注入了新元素、新动力。 

从行业形势看，一方面疏浚传统业务市场空间仍面临极

为严峻的形势。随着全生态环保政策进一步收紧，疏浚市场

前景压力重重，传统疏浚行业已进入周期性调整关口。另一

方面推进津京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以及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经济等，

将有力地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疏浚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同时

将提升新产业的份额。 

二、2021 年总体工作思路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

加强党对协会的全面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协会

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深刻领悟、践行习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新发展理念和科技创新、建设海洋强国等思想。紧密

结合行业和会员单位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际，在传统

疏浚行业业务升级、新兴产业衍生和科技成果推介与转化上

有新增量、新突破。 

（三）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中国疏浚协会积极践行服务国家、服务

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宗旨与使命。积极参与行业发

展战略研究，为政府制定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立法工作提

供支持。同时，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全员思想政治和专

业管理素质，不断提升协会服务工作质效。 

中国疏浚行业要生存和发展，需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要

坚持四个理念： 

（一）进一步贯彻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绿色、生态的

理念，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运营维护都坚持“零污染、

低能耗和有益利用”，争做环境保护的排头兵。 

（二）大力加强科技创新理念，在新技术、新材料、新

装备、新产品和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用技术、装备和管

理创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传统疏浚行业发展和新兴

产业的开发，技术、装备的创新是基础。现有疏浚装备已不

能满足深海、远海疏浚作业和流域、水库环境治理的需求。



要在世界范围内，在绿色环保、清洁能源、远程监控、无人

操作、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加大技术研发与国际合作力度；

要加快体现环保、高效、低碳、节能和安全等新要求的新装

备研发和制造步伐，不断提升“大国重器”的水平与质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推进，疏浚行业必须顺应

时代发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先进技术

成果，推动疏浚技术的进步。当前应致力于优化疏浚船队结

构，加快老旧装备淘汰，加强前瞻性技术研究和环保型装备

投入；保持和适当增加高端疏浚装备建造投资规模，努力实

现国产化；适应环保型和智能化等发展趋势，自主创新掌握

核心技术；加强船舶装备、施工现场管理，深化信息化、数

字化建设，促进企业与行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 

（三）守正创新、转型发展的理念，做强做精疏浚传统

业务的同时，加快向内陆涉水、涉土环保产业转型；向深海、

远海领域发展。发展污染水、污染土的处置、流域治理，海

岸带修复和海洋工程，给传统疏浚行业赋予新的使命。具体

工作为：一是做强做精疏浚传统业务。紧紧围绕“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坚守全寿命周期的环保；二是疏浚传统业

务向内陆涉水、涉土产业发展衍生，必须遵循“尊重自然、

生态修复，统筹协调、整体治理”的基本原则；三是积极向

深海、远海领域发展，推进实施蓝色海湾、生态海岛、深海

取砂、海砂淡化、深海采矿，管沟施工，风电安装，海水淡

化及深海水的净化利用等项目；四是多学科融合，长远规划，

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决策，做好资源与空间规划

利用、科技创新引领，智慧疏浚、绿色施工，生态疏浚、多



学科交叉融合等课题研究及成果转化，培育和储备养高精尖

人才。 

（四）进一步提高水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海岸带修复

和海洋产业等领域的服务能力。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有新创

意，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 

三、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加强党对协会的全面领导 

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落实中央和机关工委及行业协会商会党委工作部

署。协会党支部坚持在周政治业务学习制度，要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学有所用。坚持引领行业转型升级和

科技创新，积极践行“四服务”宗旨，举办新产业、新技术、

新装备等交流研讨和团体标准建设。  

（二）推动团体标准编写、产品评价工作 

重点开展环保疏浚定额调研和相关团体标准编制，探索

疏浚标准国际化路径。以产品评价为抓手，推动行业技术进

步与创新，加强疏浚行业产品质量和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 

（三）开展技术交流、调研和培训等活动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开展以下工作： 

1.适时召开技术交流会。围绕行业转型过程中新产业链

和新产品、新技术等进行深入交流，积极探索创新驱动发展

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2.继续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疏浚技术基

础知识、疏浚行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剖析、疏浚及环保施

工现场管理新要素探究等。 



3.提高《中国疏浚行业简报》编纂质量。汇总新兴/转

型业务重要成果，了解国内外疏浚行业情况，为行业探索产

业转型、战略规划提供参考。 

4.筹办行业创新技术、先进产品交流平台。充分利用协

会掌握的新技术、新产品等信息，编制行业创新技术、先进

产品手册，为会员单位提供有效信息，更好的发挥协会平台

作用。 

（四）筹备开展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活动 

拟设立中国疏浚协会科学技术奖。为助力科技创新驱动

和引领行业发展，联系国家奖励办等职能部门和报备相关材

料，协会拟设立“中国疏浚协会科学技术奖”，下设科技进

步奖和青年才俊奖两个奖项。备案成功后，将正式组织申报

评选工作。 

（五）优化公众号、官网和宣传媒介 

在持续办好公众号、官网和《中国疏浚》（内部资料）

的基础上：一是调整行业信息与科技成果编辑委员会，提高

投稿和编审质量，并以官网发布 PDF 版为主，纸质版为辅；

二是尝试使用抖音等新媒介，为科研成果推介、学术论文发

布和项目信息沟通等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三是创造条件向

国家新闻出版部门或中国科协申领《中国疏浚》公开刊号。 

（六）加强与政府、社会团体及会员的沟通联系 

进一步协调国家、社会资源和争取政策支持，为疏浚行

业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进行业健康、

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