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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概况

2024 年 12 月 18 日约 1722 时，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蜈支洲公司”）所有，海南趣玩水

运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玩公司”）光租经营的“狮子

鱼 6 号”小艇搭载 17 名乘员（16 名游客、1 名驾驶人员）

从蜈支洲岛冬季码头返回后海基地码头过程中，在后海基地

码头偏北方向约 360 米处（概位：18°16′51″N/109°43′

27″E）发生侧翻。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狮子鱼 6 号”局

部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 38 万元
[1]
，未造成海洋环境污染，

构成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图 1： 事发位置示意图

二、事故调查情况

12 月 18 日“狮子鱼 6号”小艇侧翻事故发生后，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

[1]《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第八条：直接经济损失按水上交通事故对船舶和其他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失进

行统计，包括船舶救助费、打捞费、清污费、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货损、修理费、检(查勘)验费等；船舶

全损时，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包括船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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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三亚海事局立

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前往事发现场，连夜开展调查工作。根

据初步调查情况，12 月 19 日，海南海事局成立事故调查组，

对事故进行提级调查。

（一）“狮子鱼 6 号”小艇

1.基本信息

船名：狮子鱼 6号 船籍港：三亚

船舶种类：小艇 总吨：10

总长：9.01 米 净吨：3

船宽：3.28 米 型深：1.62 米

乘客定额：10 人 主机数量：2台×147 千瓦

建成日期：2024 年 2 月 8 日 干舷：1100 毫米

船舶识别号：CN20232760037 主机操纵方式：机驾合一
[2]

所有人：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人：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经营人（光租）：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

航行区域：平静水域营运限制，本艇限制航行于距岸不

超过 5海里的水域，船舶满载并以其营运航速航行，航程时

间不超过 2小时，并限制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6级，目测波高

不超过 1米的海况下航行。

[2] 《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定水域船舶最低配员管理办法》附录 1《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定水域船舶最低安全配

员标准》备注 7规定，机驾合一系指在驾驶室能直接操纵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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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狮子鱼 6号”（事发后）

2.证书情况

该小艇持有海事管理机构和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有效

证书。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签发日期 有效期

船舶所有权证书 三亚海事局 2024.3.12 长期有效

船舶国籍证书 三亚海事局 2024.3.12 2029.3.11

海南省船舶安全与

防污染证书
三亚海事局 2024.3.26 2029.3.11

沿海小船检验证书
中国船级社

青岛分社
2024.2.8 2026.2.7

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该小艇须持有船舶营运许可

证。《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均未对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管理做出相应规定
[3]
，海南

省没有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相关管理办法。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载客 12人以下的客运船舶以及乡、镇客运渡船运输的管理办法，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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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和监督检查情况

（1）检验情况

“狮子鱼 6 号”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在青岛由中国船级社

青岛分社进行建造检验，检验合格，取得《沿海小船检验证书》，

证书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7 日。

（2）监督检查情况

“狮子鱼 6 号”自 2024 年 4 月投入营运到事发，三亚海

事局共对其开展了 3次现场监督检查，发现缺陷 2项，缺陷与

本次事故无关，且已全部纠正。

4.配员及船员持证情况

“狮子鱼 6号”主机操纵方式为机驾合一，每日在蜈支

洲岛附近水域（属于已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定水域
[4]
）

连续航行不超过 10 小时，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定水域

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管理办法》规定，该小艇最低安全配员为

驾机员 1名。

事发时，周某和驾驶“狮子鱼 6 号”。该驾驶人员持有

基本安全、保安意识和负有指定保安职责培训合格证，但未

持有驾机员适任证书。

5.小艇经营管理情况

[4]
《海南自由贸易港特定水域船舶最低安全配员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 前款所述“特定水域”应满

足以下条件：（一）水域范围：距海南岛沿岸一般不超过 5海里的港区、海湾等水域，或者距离不超过 5

海里的陆岛及岛际间水域；（二）通信服务：处于甚高频无线电话基站有效覆盖范围；（三）气象预报：

处于短时气象预报有效覆盖范围；（四）船舶维修保养：岸基设有船舶维修保养站点，具有从事船舶维修

的技术人员；（五）应急救援：有足够的救助力量对船舶所面临的危险、事故及其他紧急情况做出有效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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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公司与趣玩公司于 2022 年 1 月签订《光船租赁

合同》，于 2024 年 3 月签订《光船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蜈支洲公司（船舶所有人）将 34 艘 12 客位以下小艇（含事

发“狮子鱼 6号”）和 3艘趸船光船租赁给趣玩公司。每日

约 0830 时，小艇自铁炉港出发前往蜈支洲岛，约 1800 时自

蜈支洲岛返回铁炉港停泊。主要用于蜈支洲岛附近水域水上

娱乐项目之间过驳游客，有时也搭载乘客从蜈支洲岛返回后

海基地码头。

趣玩公司海上娱乐部快艇班组领班每日根据班组人员

出勤情况制定下一日小艇驾驶人员排班表，并经项目主管同

意后实施。经查事发前一个月小艇班组排班表，结合相关人

员陈述，发现存在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的情况。

（二）事故涉及的企业及有关人员

1.蜈支洲岛景区情况

蜈支洲岛位于三亚市海棠湾海域，全岛面积约 1.48 平

方公里，海岸线全长 5.7 公里。1992 年，海南省政府批准蜈

支洲岛作为旅游开发区，由三亚市政府主导规划。2001 年，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分

公司（以下简称：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获得开发权，正

式启动生态旅游开发。2009 年，升级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景区运营主体为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是蜈支洲岛的主要

开发和管理企业，负责岛上旅游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娱乐

项目运营等。

2.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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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蜈支洲公司。系“狮子鱼 6号”所有人、经营人。

该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7 月，现持有 2022 年 1 月 20 日在海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赵某

节、总经理孙某。经营范围主要为旅游业务、高危险性体育

运动（潜水）、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餐饮服务、住

宿服务、港口经营、国内水路旅客运输、货物进出口等。该

公司持有三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签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7 年 3 月 26 日，经营地域为三亚港海棠湾区蜈

支洲岛后海基地码头 8个客运泊位和冬季码头 4个客运泊位；

持有三亚市港航管理处签发的《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6 年 4 月 21 日，主营海棠湾后海码头至蜈支洲

岛客运航线和蜈支洲岛近岸海域旅游客运。

（2）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蜈支洲公司于 2001 年 2

月成立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该

公司现持有 2019 年 5月 30 日在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

取得的营业执照，负责人为孙某，经营范围主要为旅游业务、

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开

发项目策划咨询、酒店管理、游览景区管理等，内设船务部、

安委办、海上娱乐部、综合办等 29 个部门，具体负责蜈支

洲岛后海基地码头和蜈支洲岛码头营运、后海基地码头至蜈

支洲岛客运和蜈支洲岛近岸海域旅游客运。

（3）趣玩公司。系“狮子鱼 6号”承租人、实际经营人。

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现持有 2024 年 2 月 4 日在海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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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鲍某洲。该公司为蜈支洲公司蜈支洲岛潜水、游艇、海

上游乐、沙滩运动承包商，内设海上娱乐部、潜水部、综合

办等 10 个部门。经营范围主要为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潜水）、

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休闲观光活动等。

3.相关企业人员

周某和，男，23 岁，身份证号码 4600262001XXXXXX13。

2023 年 6 月与趣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担任趣玩公司海上娱

乐部接待服务员，主要负责在趣玩公司蜈支洲岛上的趸船带、

解缆，看护乘客上下船。2023 年 7 月 21 日-8 月 21 日，公

司安排梁某勇在铁炉港内对周某和开展小艇驾驶技术、消防

设备使用、机器保养等相关岗位培训。2023 年 9 月至事发时，

周某和根据领班安排间或替换当班小艇驾驶员驾驶小艇、按

小艇驾驶员排班表驾驶小艇，主要任务是在蜈支洲岛附近水

域水上娱乐项目之间过驳游客，偶尔搭载乘客从蜈支洲岛返

回后海基地码头。

梁某勇，男，43 岁，身份证号码 4602001981XXXXXX1X，

2018 年 12 月与趣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自 2024 年 11 月担

任趣玩公司海上娱乐部快艇班组代领班，负责潜水、半潜、

上下岛游客的运输接待管理和本班组人员、设备、卫生、游

客人身安全等日常管理及小艇驾驶人员排班工作，直接上级

为项目主管明某兴。“狮子鱼 6号”隶属于快艇班组。

明某兴，男，37 岁，身份证号码 4600261987XXXXXX17，

2010 年 5 月与趣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自 2024 年 10 月担任

趣玩公司海上娱乐部项目主管，负责快艇班组、拖伞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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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鱼班组的项目营运、人员、设备、卫生等全面管理和监督

工作，直接上级为海上娱乐部经理于某来。

于某来，男，47 岁，身份证号码 3702841977XXXXXX11，

2023 年 5 月与趣玩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自 2024 年 3 月担任

趣玩公司海上娱乐部经理。负责海上娱乐部全面工作，直接

上级为总经理鲍某洲。

鲍某洲，男，44 岁，身份证号码 3210881980XXXXXX18，

担任趣玩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3.游客

本次事故涉及游客 16 名，其中成年人 14 名、儿童 2名。

游客李某尧在事故中死亡。游客名单（略）。

(三)事故水域气象海况及通航环境

1.事故位置

结合相关人员问询、视频监控比对和救援船舶现场勘测，

事故发生位置在蜈支洲后海基地码头偏北方向约 360 米处，

概位 18°16′51″N/109°43′27″E。

图 3：“狮子鱼 6号”侧翻位置勘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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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发时气象水文情况

根据 2024 年 12 月 18 日 15 时海南省气象服务中心蜈支

洲岛航线气象服务专报：18 日 16 时至 18 时，后海基地码头

至蜈支洲岛上下岛航线，天气多云，东北风 4级，阵风 5级；

专报未包含波高信息。

根据海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海浪预报数据，18 日 17 时前

后，蜈支洲上下岛航线波高 1.7 米。

根据三亚市气象台蜈支洲岛监测站实测风力，蜈支洲岛

附近海域 18 日 17 时左右，最大风速 5.7m/s(风力 4级)，极

大风速 10.1m/s（风力 5级）。

据乘客马某军陈述，“狮子鱼 6号”侧翻前，风不大，

目测浪高 1-2 米。

据参与海上救援的“海棠之星 7号”船长林明屹陈述，

事发前后，蜈支洲岛冬季码头附近风浪较小，海况平稳；后

海基地码头灯桩附近风力 4级左右，目测浪高 2-2.5 米。

据“狮子鱼 6号”驾驶人员周某和陈述，蜈支洲岛附近

海域风力 4-5 级，浪高约 1米；后海基地码头附近风浪增大

很多。

综上，结合事发时现场监控视频，事故调查组认定，事

发时船舶侧翻位置附近水域东北风 4-5 级，浪高约 2米。

3.通航环境

“狮子鱼 6号”出发位置为蜈支洲岛冬季码头，该码头

位于蜈支洲岛西北角，背靠蜈支洲岛，对冬季东北季风及西

南向涌浪遮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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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鱼 6号”侧翻位置位于蜈支洲上下岛航线附近，

该位置为开敞水域，冬季易受东北季风影响，涌浪较大。事

发时，蜈支洲上下岛航线有客运船舶从蜈支洲岛码头返回后

海基地码头，返航客船“海棠之星 5号”距离最近约 1.73km，

一艘海警船在附近海域锚泊；客船“海棠之星 2号”正靠泊

后海基地码头，海域通航环境清爽。

图 4：事发海域通航环境示意图

（四）现场勘查

调查组分别于 12 月 19 日、12 月 20 日对“狮子鱼 6号”

进行现场勘查，发现：小艇顶棚损坏，船头及船尾护栏损坏，

船尾救生筏外壳破损，小艇右舷灯灭失，两台外挂发动机因

海水浸泡损坏。小艇共有乘客座椅 11 个，驾驶座椅 1 个；

乘客座位宽度为 92cm，排距 76cm。

根据《沿海小型船舶检验技术规则》（2016）第 9.2.2

节规定，座位设置时，座位宽度应不小于 450mm。与三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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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涉客船舶座位宽度分别比对，“狮子鱼 6号”单个座

椅宽度相当于其他涉客船舶 2个座位宽度。

图 5：“狮子鱼 6号”乘员驾驶舱（事发后）

图 6：“狮子鱼 6号”总布置图

（五）游客上下岛和事发航次乘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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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上岛游客购买船票为往返船票，上岛游客乘坐

蜈支洲公司客船下岛返回后海基地码头无需额外付费。在旅

游旺季客流量较大时，乘坐蜈支洲公司客船需要排队等候较

长时间。趣玩公司为购买水上项目套票的游客提供免费乘小

艇下岛服务。趣玩公司从蜈支洲公司光租经营的“鹦鹉螺 15

号”小艇，于 2024 年 2 月 11 日在为游客提供下岛服务过程

中，因超载被三亚海事局处以人民币 3万元罚款。

2024 年 10 月起，趣玩公司对游客开展付费乘坐小艇快

速下岛业务，散客 120 元/人，包船 1320 元/船。经查售票

记录，2024 年 11 月份售卖包船票 3 艘次，散客票 0人次；

12 月份截止 18 日售卖包船票 5艘次，散客票 1187 人次，其

中 12 月 18 日 251 人次。经调取后海基地码头 12 月 18 日小

艇下客视频，存在小艇超出乘客定额载客的情况。

综上，趣玩公司未对小艇载客情况进行有效管控，在旅

游旺季存在超载情况。

事发航次，李某等 16 名乘客在支付乘船费用后，乘坐

“狮子鱼 6号”下岛返回后海基地码头，左舷乘客 6人，乘

员总重量约 398 千克，右舷乘客及驾驶员 11 人，乘员总重

量约 594.5 千克。乘客人数超出乘客定额 6人，且左右两舷

乘员重量分布不均衡，右舷乘员重量超出左舷约 50%。相关

座次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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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乘客座次关系图

（六）公司管理情况

1.趣玩公司

公司在岗职工 500 余人，海上娱乐部具体承担海上娱乐

项目的运营，海上娱乐部建立《管理运行文件》，对部门岗

位职责、工作流程及标准、规章制度进行了规定。经查，该

公司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趣玩公司光船租赁蜈支洲公司 34 艘 12 客位以下小艇

（含“狮子鱼 6号”）和 3艘趸船（含“趣玩海岛 2号”），

合同规定上述船舶航行区域为蜈支洲岛及周边近海海域；双

方签订《光船租赁安全协议书》，规定船舶安全管理工作由

趣玩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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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蜈支洲公司

公司持有三亚海事局签发的《符合证明》，有效期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覆盖船舶种类为高速客船，不包含公司所有

的 12 客位以下小艇及趸船。公司建立《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受控部门包括综合办公室、安委办、人力资源部和船务部等

部门。公司安委办负责蜈支洲公司、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

和趣玩公司安全生产督导和检查工作，船务部具体负责后海

基地码头和蜈支洲岛码头管理。

三、事故经过

经查看蜈支洲公司蜈支洲岛冬季码头、后海基地码头和

三亚海事局蜈支洲岛旅游码头等处监控视频，结合现场勘查

和相关人员问询情况，事故经过整理如下：

18 日约 1500 时，大批游客在冬季码头排队等待下岛，

由于等待时间较长，约 200 余人陆续选择购买快速下岛小艇

船票。趣玩公司海上娱乐部经理于某来通知主管明某兴安排

小艇送游客下岛。

约 1700 时，李某等 16 名游客在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

客资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选择购买了快速下岛小艇船票，工

作人员随后将该 16 名游客交给海上娱乐部接待人员。接待

人员向明某兴报告后，明某兴通知代领班梁某勇安排小艇送

客人下岛。

约 1709 时，代领班梁某勇通知在蜈支洲岛水域漂航等

待作业的周某和驾驶“狮子鱼 6 号”送该 16 名游客下岛，

随后周某和驾驶“狮子鱼 6号”靠妥蜈支洲岛冬季码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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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海岛 2号”平台（小艇靠泊平台），在明某兴的安排下准

备接载游客下岛。

约 1710 时，该 16 名游客陆续抵达“趣玩海岛 2号”平

台。

约 1711 时，该 16 名游客开始登船。

约 1712 时，游客登乘完毕，均穿着救生衣。同时明某

兴向后海基地码头的小艇驾驶员了解海况，驾驶员回复基地

码头岸边起白浪
[5]
。明某兴未制止“狮子鱼 6号”开航。

约 1713 时，周某和驾驶“狮子鱼 6 号”离开“趣玩海

岛 2号”平台，驶往蜈支洲后海基地码头，航向偏南，主机

转速 4500r/min（参照趣玩公司同类型小艇，此转速下船速

约 21 节）。

约 1718 时，“狮子鱼 6 号”航行至蜈支洲岛和后海基

地码头中间附近海域，浪高增大，浪向偏西，周某和认为此

时掉头返航存在倾覆危险，遂调整航向至西偏南，减速偏顺

浪继续航行。

约 1722 时，“狮子鱼 6 号”航行至后海基地码头防波

堤灯桩偏北方向约 200 米处时，浪高增大至约 2米，受顺浪

影响，船尾离开水面，主机空转。船体右舷受风、船尾受浪，

船体左倾，周某和持续向右打舵调整船身未果，随后船体向

左舷一侧大幅偏转约 120°，左舷受风、受浪，船体右倾，

在后海基地码头偏北方向约 360 米处迅速向右侧翻。

四、应急处置

[5] 根据国际海况等级标准，4级海况表现为波浪形状明显，波峰开始破裂，形成白浪，,浪高 1.25-2.5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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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18 日约 1753 时，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接

警称，一艘交通艇（船名：狮子鱼 6号），从蜈支洲岛返回

后海基地码头过程中，因海浪过大导致翻沉，船上共 17 人，

其中 16 名游客，1名船员，请求救援。

险情核实后，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将险情上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三亚市委市政府，协调三

亚海事局、南海救助局、三亚海警局、海棠区政府、后海海

岸派出所、蜈支洲岛旅游区分公司、趣玩公司、三亚蓝天志

愿者救援中心、宁捷救援队等单位派出“中国海警 5501”、

“南海救 511”、“南海救 203”、“海巡 1103”、“海巡

11306”等在内共计 34 艘船舶、16 艘摩托艇参与搜救。

约 1831 时，17 名人员全部被救上岸并送医院救治。其

中游客李某尧经抢救无效死亡；游客杨某和陈某黎、游客陈

某和驾驶员周某和、游客孟某玉住院治疗，并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21 日及 2025 年 1 月 7 日康复出院；其余人

员送医院治疗后，于当晚或次日离开医院。

五、事故损失

事故造成 1名人员死亡，“狮子鱼 6号”局部受损（详

见现场勘查），乘客个人物品落水灭失，直接经济损失约 38

万元（仅用于确定事故等级，不作为民事赔偿依据）。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狮子鱼 6 号”在超出限制海

况，超出乘客定额且左右舷乘员重量分布失衡的不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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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开航，驾驶人员安全驾驶能力不足，导致小艇侧翻。

1.该小艇超出限制海况航行。“狮子鱼 6号”《沿海小

船检验证书》限制该小艇应在蒲氏风级不超过 6级、目测波

高不超过 1米的海况下航行。事发前后，该小艇侧翻位置附

近海域浪高约 2米，超出小艇限制海况，小艇受顺浪影响，

船尾离开水面、主机空转，操纵失效，导致船体失控。

2.该小艇超出乘客定额载客且两舷乘员重量分布失衡。

该小艇事发航次载客数量达乘客定额 160%，且两舷乘员重量

分布失衡，右舷乘员重量超出左舷约 50%，致使该小艇吃水

增大，稳性及抗风浪性能降低，在左舷受风、受浪的情况下，

该小艇右倾加剧，导致快速侧翻。

3.驾驶人员安全驾驶能力不足。“狮子鱼 6号”驾驶人

员周某和未经过专业培训机构的驾机员适任培训，专业知识

和技能不足。其日常驾驶小艇主要活动范围为海况相对良好

的蜈支洲岛周边水上项目游玩水域，至事发前，仅驾驶小艇

搭载下岛乘客至后海基地码头 2个航次，应对后海基地码头

附近海域复杂海况能力不足。

（二）间接原因

1.趣玩公司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缺位。

（1）该公司海上娱乐部存在包含周某和在内的未持有

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及超乘客定额载客的情况，公司

对相关情况严重失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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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
[6]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对海上娱乐部的安全管

理缺失。

（3）该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四十一条规定
[7]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根据安全风

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未有效

管控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及超乘客定额载客

等重大风险。

2.蜈支洲公司对趣玩公司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1）该公司负责码头管理，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港口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8]
的规定建立码头安全作业制度，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在对后海基地码头和蜈支洲岛码

头营运管理过程中，未对趣玩公司小艇超载靠泊码头情况进

行有效管控，码头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2）该公司未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9]
要求，对趣玩公司开展的安全检查不到

位，未发现趣玩公司长期存在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

[6]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前款规定以外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7]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
[8] 港口经营人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港口

安全作业规则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采

取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9]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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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艇及超乘客定额载客等重大安全隐患，对趣玩公司的安全

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七、责任认定

调查组认定，本起事故是一起在公司安全管理责任缺位

的情况下，小艇超出限制海况航行、超出乘客定额载客且两

舷乘员重量分布失衡、驾驶人员安全驾驶能力不足等原因所

致的责任事故。驾驶人员周某和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小艇

代领班梁某勇、项目主管明某兴是事故间接责任人；趣玩公

司娱乐部经理于某来、总经理鲍某洲及蜈支洲公司对事故发

生负管理责任。

八、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

（一）蜈支洲岛景区综合安全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旅游旺季或恶劣天气条件下，下岛游客排队等待时间过长，

容易出现游客拥挤、混乱等情况，发生乘坐小艇冒险下岛等

情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二）陵水海事处海棠湾执法大队履行海上交通安全监

管职责不到位。陵水海事处海棠湾执法大队作为蜈支洲岛及

附近海域海上交通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对该海域巡查监管力

度不够，未能及时发现蜈支洲岛海域存在未持有有效适任证

书人员驾驶小艇超出乘客定额载客的行为，未能采取有力措

施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落实海南海事局水上交通安全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工作任务
[10]
不到位。

（三）三亚市道路和港航运输服务中心履行客运码头和

[10] 海南海事局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分解表第 13项 打击非法载客、超航区、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强
化客滚船、旅游船、渡船、租赁游艇等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严防船舶恶劣天气冒险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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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企业监管服务职责不到位。三亚市道路和港航运输

服务中心作为三亚市交通运输局的下属单位，具体负责为港

口及水路运输经营管理提供服务，未能发现蜈支洲公司码头

安全作业制度缺失，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
[11]
的规定不到位；未对趣玩公司自 2024 年 10 月

起开展游客付费乘坐小艇下岛运输业务开展有效监督，落实

《海南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第 30 项
[12]
的要求不到位。

（四）三亚市海棠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履行旅游企

业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责任不到位。三亚市海棠区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作为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在对趣玩公司的安全检

查中未能发现该公司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按

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等问题，落实《海南省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第

39 项
[13]
的要求不到位。

（五）海南省无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管理办法。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要求载客 12 人以下

客运船舶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另行制

[11]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旅客上下集中、货物装卸量较大或

者有特殊用途的码头进行重点巡查；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12] 对无需审批备案但具有较大安全风险的生产经营活动，加大现场执法检查力度，完善‘双随机’抽查

检查工作机制，严防小施工、小作业惹大事。
[13] （六）开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行动。39.建立健全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为核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完善双重预防机制相关制度，对安全风险开展辨识评估、

实施分级管控，对事故隐患开展全员全覆盖排查治理，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实施闭环销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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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前海南省尚未出台相关管理办法，未能有效规范载客

12 人以下客运船舶营运行为。

九、处理建议

（一）周某和未持有有效驾机员适任证书非法驾驶小

艇，造成 1人死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十三条
[14]
的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三亚海

事局将周某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线索移送三亚市公安局

处理。
[15]

（二）明某兴、梁某勇安排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

驶小艇，明某兴未制止小艇超乘客定额载客和超限制海况航

行，两人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建议三亚市综合执法部

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三）于某来未认真履行海上娱乐部经理安全生产职

责，对安排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及超乘客定额

载客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三亚市综合

执法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四）鲍某洲，未认真履行公司总经理安全生产工作第

一责任人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三亚市综

合执法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五）趣玩公司

[14] 中国籍船员和海上设施上的工作人员应当接受海上交通安全以及相应岗位的专业教育、培训。中国籍

船员应当依照有关船员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取得船员适任证书，并取得健康

证明。
[15] 三亚海事局已于 2024年 12月 24日将周某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线索移送三亚市公安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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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超乘客定额

载客的违法行为。建议三亚海事局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

理。
[16]

2.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间接导致事故发生，建议三亚市综合执法部门对其

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3.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未根据安全风险分级

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间接导致事故发生，建议三亚市综合

执法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六）蜈支洲公司，作为蜈支洲岛景区运营主体，码头

安全作业制度缺失，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发现

趣玩公司存在的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超乘客

定额载客等重大安全隐患，建议三亚市综合执法部门对其违

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七）调查发现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存在问题，建议三亚

海事局和三亚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依照职能和权限做进一

步调查处理。

十、安全管理建议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强化安全

意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安全管理。

1.趣玩公司应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内部监督机制，设置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建立安全

[16] 三亚海事局已于 2024年 12月 22日对存在未持有有效适任证书人员驾驶小艇、超乘客定额载客的违

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人民币 25万元、10万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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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要深刻吸取

此次事故教训，坚决杜绝事故侥幸心理，强化船员任职资格

管理，加强船舶营运安全检查，确保船舶适航、船员适任。

2.蜈支洲公司应严格落实旅游景区安全管理责任。建立

码头安全作业制度，加强码头及承包经营单位安全管理；强

化蜈支洲岛及蜈支洲航线恶劣天气预警预控，对靠泊船舶安

全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全面深入排查承包单位存在安全隐患，

发现安全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二）全面强化涉客船舶安全监管。

三亚海事局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落实水上交通安

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要求。要聚焦辖区水上交通安

全突出违法行为和风险隐患，全面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深入

开展突出违法行为动态清零专项行动，紧紧围绕“无证驾驶、

超载、冒险航行”等突出问题开展涉客船舶安全专项整治；

要建立健全涉客船舶安全监管机制，深入推进精准执法，着

力解决部分座位超宽小艇超乘客定额载客问题，消除辖区涉

客船舶安全隐患。

（三）强化蜈支洲岛等热门景区水上旅游综合治理。

针对蜈支洲岛景区水上旅游暴露出的安全管理问题，建

议三亚市政府牵头相关责任单位和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开展

小艇专项治理活动，强化属地、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四

个责任”，进一步完善水上旅游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加快出

台《三亚市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办法》，规范小艇营运管

理；着力化解海岛景区水上运输高峰游客拥堵问题，制定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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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优化措施，消除蜈支洲岛等热门海岛景区旅游高峰时段

大量游客长时间排队等候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加大景区综合执法力度，加强协调协作，实现信息

共享、执法互补，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形成监管合力。

（四）建立省级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制度。

山东、辽宁、河北、浙江、陕西、云南、上海等省、直

辖市已出台了涉及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的相关规定。海南

省目前共有 200 余艘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但尚未制

定载客 12 人以下的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规定，建议省政府出

台小型客运船舶运输管理规定，规范小型客运船舶的经营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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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事故调查组名单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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