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大风影响 浙江舟山沿海71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

2025年7月，浙江舟山沿海遭遇强台风侵袭，71条水上客运航线全面停航，引发广泛关注。据舟山海事局消息，受台风
带来的狂风巨浪影响，舟山群岛至大陆的客运航线，包括普陀山、朱家尖等热门旅游线路，全部暂停运营，确保游客与居民安
全。有消息人士透露，台风预警发布后，舟山海事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联合当地政府与航运公司，提前24小时通知游客
调整行程。社交平台X上，网友纷纷晒出停航通知，调侃：“台风一来，舟山的船票比演唱会门票还难抢！”更有趣的是，有
传闻称某游客因未及时收到停航信息，赶到码头后发现“船都没影了”，只能临时改游陆上景点。舟山作为中国最大的群岛城
市，拥有1390个岛屿和3306个礁石，水上客运是其旅游经济命脉。 据统计，舟山每年接待游客超千万，普陀山、东
极岛等景点深受欢迎。然而，夏季台风频发对水上交通构成严峻挑战。浙江海洋大学研究显示，舟山沿海受东亚季风与台风影
响，夏季风速可达10-15米秒，部分时段甚至超过20米秒，导致波浪高度激增。 有爆料称，此次台风期间，舟山站点
的最大波高误差仅119，得益于精准的台风波浪模型预测，为停航决策提供了关键支持。网友在X平台感叹：“科技让台风
也得听话，舟山这波操作稳！” “港产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在此次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所谓“港”，指依托舟山港口与航
运优势，打造智慧交通与旅游平台“产”聚焦智能监测与应急产业，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城乡”通过区域协同，保障岛屿与大
陆的交通与经济联动。例如，舟山海事局利用5GAI技术，实时监控海况与客流，精准调度停航与复航。有消息人士透露，
某航运公司为应对台风，紧急升级了船只定位系统，确保停航期间船舶安全停靠。更有传闻称，舟山正计划建设全国首个“台
风应急智能码头”，可自动调整泊位以应对极端天气，引发业界期待。停航对旅游经济的影响成为舆论焦点。国庆期间，舟山
旅游市场本处于高峰，停航导致数万游客行程受阻。有爆料称，普陀山景区周边酒店因游客滞留爆满，房价一度上涨20。为
缓解影响，当地政府迅速推出“陆上游”替代方案，组织游客前往沈家门渔港、桃花岛等景点，部分景区还免费开放。有网友
分享：“船停了，但舟山的海鲜大餐和渔港夜市一样精彩！”此外，城乡融合的成效也在此显现。某乡村民宿老板透露，停航
期间游客转向乡村旅游，当地农家乐收入增长三成，村民直呼“台风也带来了商机”。应急管理的快速响应是此次事件的一大
亮点。据悉，舟山海事局与气象部门合作，通过高精度卫星数据与无人机巡查，提前预测台风路径，确保停航决策科学高效。
有传言称，某渡轮公司为配合应急部署，连夜将船只转移至避风港，船员加班到凌晨仍坚守岗位。X平台上，有网友晒出海事
人员冒雨检查码头的视频，点赞“舟山的应急管理硬核又暖心”。然而，也有八卦传闻称，部分游客因不了解停航原因，在码
头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幸好志愿者及时调解，避免了冲突升级。国际社会对舟山的应对措施也表示关注。据外媒报道，舟山
的智慧化应急管理被视为中国沿海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典范。有消息人士爆料，某东南亚国家计划借鉴舟山的台风预警系统，
优化其沿海旅游安全管理。更有趣的是，有传闻称，某国际旅游博主因停航滞留舟山，意外发现当地海鲜夜市的魅力，在X平
台上连发多条帖子，吸引了全球粉丝的关注。总的来说，受大风影响，舟山沿海71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不仅是应对台风的必
要措施，更通过“港产城乡”融合发展，展现了智慧交通与应急管理的协同优势。从精准的台风预测到灵活的旅游调整，从乡
村经济的意外红利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舟山在风雨中展现了城市韧性与魅力。未来，随着智慧化技术的进一步应用，舟山或将
在旅游与安全管理领域，继续领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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