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了产区的“最初一公里”与销
区的“最后一公里”，锦州港在把握“中
间一公里”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办法。

自造敞顶箱。2017 年锦州港投
资 8500 万元自造 3000 个敞顶箱，开
辟了东北粮食远端运输末梢到锦州
港的“绿色通道”。今年，该港会同
合作伙伴又创造性地开通了“锦州
港—白城北”自备敞顶箱散粮循环
班列，敞顶箱班列发运平均耗时由
6.8天缩短为 4.2天。

为缓解港口仓容不足的矛盾，今
年锦州港同时启动 15万吨粮食物流
项目一期工程、20 万吨通用罩棚项

目工程和 15万吨锦州港物流发展有
限公司平房仓项目（二期）工程等三
大粮食仓储工程。建成后，粮食中
转仓容可达 265 万吨。锦州港先后
与港口周边 3 公里以内、诚信度高、
服务质量好的中纺、东正等 18 家外
库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协议仓容达
130万吨，既缓解了港口的仓容和接
卸压力，同时也固化了货源。

锦州港还与黑龙江象屿农业物
产有限公司合作，在港建设 20 万吨

通用罩棚工程，年周转量可达 120
万吨。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 ADM
也向锦州港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双方有望开展合资建仓业务。

此外，锦州港还在金融植入、监
管服务、期现联动等方面独辟蹊径，
并取得了预期效果。

心有桃花源，处处水云间。如
今，锦州港以港口为枢纽，整合产、
销、中间贸易及物流运力等资源，将
粮食产业链从田间地头到餐桌“一

锅端”，形成了“物流+贸易”一盘棋、
“港口+金融”一张网、“产区+销区”
一个联盟、“现货+期货”一个平台的
可喜局面，打造了锦州港粮食产业
特色发展的“黄金”产业隆起带。

下一步，锦州港还计划全面开通
线上服务，为传统的粮食产业插上
高科技的翅膀；成立产、销区区域营
销中心，搭建南北方、产销区的互动
平台，辅以开通班列等强大物流运
力配置；开设远程协议库，客户在产
地即可申报入库计划，货物入协议
库视同集港；实现产区办单。相信
这些举措会让“黄金”产业成色更足。

□□ 通讯员通讯员 王金辉王金辉

翻开锦州港的青春日志，1990
年开航来港的第一条船、接卸的第
一个货种皆是玉米。锦州港始终有
一个“田园梦”：把小玉米做成大事
业。

锦州港中转玉米具有天然的区
位优势，港口背靠东北三省和内蒙
古“粮窝子”、汽车运输辐射周边
400 公里产区，火车运输辐射东北
三省一区全境，粮食运到锦州港的
物流成本远低于其他港口。但是锦
州港并没有因此倚树乘凉，从 1990
年迄今的 28 年里，锦州港围绕粮食
货种厚植深耕，取得傲人成绩。

说起锦州港这些年关于粮食的
进化史，与粮食打交道多年的市场
业务员李尖如数家珍：

当年接卸的第一条粮船是艘 3
千吨的“舴艋舟”，今天 7 万吨粮船
在锦州港作业已是司空见惯。

锦 州 港 先 后 开 通 6 条 通 往 珠
江、长江、闽江“三江流域”的散粮
班 轮 航 线 ，被 业 界 誉 为“ 黄 金 水
道”，其中“锦州港—防城港”是国
内海运距离最远、跨度最大的散粮
班轮航线。锦州港已形成以港口自
身为起点，至深圳诸港、漳州、广
州、钦州、海口、靖江、扬中“一点多
射”的 T 型粮食航线布局。该港口
的粮食年下海量也从当初的十几万
吨发展到 2017 年的 2035 万吨。经
由锦州港中转的玉米已累计达 1.4
亿吨，连续 18 年蝉联“中国内贸粮
中转第一大港”。

全国大中型粮企相继在锦州港
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锦州港已成
为粮食客户进行贸易经营的首选，

且极具实力的央企、民企、国企、跨
国企业等精英群体成为中转的绝对
主流。环锦州港的粮食仓储产业已
连廊成带，港口周边有逾 30 家粮食
收购企业集聚。

锦州港的粮食业务实现从沿海
起步，再溯往长江、内地的纵深梯度
发展。产区业务辐射黑、吉、辽以及
蒙、冀东部地区；销区覆盖粤、桂、
琼、滇、湘、鄂、黔等近 20个省份。

在锦州港的粮食进化史中有两
宗“最”值得驻足：

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年一度的锦
州港粮食物流工作会。从 2000 年
的第一次工作会开始，18 年来，这
个民间性质的粮食会以玉米为媒，
吸引产供销各类企业“歃血”为盟，

参会人数已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
现在的近三百人，参会主体由 5、6
类发展到现在的十几类。

最值得惊艳的是 2017 年，锦州
港粮食吞吐量首次突破 2000万吨。

锦州港为中国粮装中国饭碗作
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了上级部门和
业界的高度认可：2016 年，锦州港
成为中国玉米标准仓单示范基地
和仓储示范单位；2017 年，在国家
质检总局“全国进境粮食指定口
岸”资质和辽宁省检验检疫局的

“出口粮仓储企业”资质，成为大连
商品交易所批准新增 2 家期货协议
库及 6 家期货延伸库，获批数量居
辽宁港口之首；2018 年，锦州港成
为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在东北的唯
一一家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港
口交收库，同时还是渤海商品交易
所现货交收库。

随着国家粮食收储政策发生变
化，2017 年成为中国粮食市场化改
革的元年。以往粮食购销中存在
的高产量、高进口量和高库存量的

“老三高”被对高效运力需求、高额
资金需求、高品质粮食需求的新

“三高”所取代。面对新形势，锦州
港出新策、布新局。

抓住产区“最初一公里”。2016
年锦州港专门成立粮食项目部，围
绕通让、平齐线铁路（西 边 道）地
域，布局安达等十个产区合作库点，

并以其为中心，辐射百公里以内具
有发运能力、合作意向的大型粮企，
大幅提高了港口对玉米产业前端的
控制力及对远程货源的控货力。

今年，港口在中东部粮食产区
成立“锦州港口东方粮食商会”，这
是第一家以港口身份成立的商会，
在黑龙江、吉林东部粮食产区（东边
道）为客户提供集港口、代理、金

融、期货、保险、监管、检验等于一
体的多元化平台。

锦州港还从青纱帐里觅“粮”
机。今年初即启动农业产业化综合
服务项目，相继与吉林省大安市洵
佶粮贸、黑龙江北安市宏维农业等
12 家产区单位签订《农业种植合作
协议》，总种植面积 92.7 万亩，实际
使用资金约 5.31 亿元，初步形成了

覆盖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农业
产供销服务生态体系。

抓住销区“最后一公里”。锦
州港在南昌、深圳、株洲三地设立
销区办事处，直接将粮食触角“楔”
入珠三角及长三角流域，与大型饲
料企业进行定向采购、产销对接。
这些举措既解除了产区粮农卖粮
难、回款难的痛点，又为饲料企业采
购到优质、稳定的东北粮源疏通了
堵点，同时还确保了锦州港粮食集
港淡季不淡，提供了吞吐量增长点。

金灿灿的“成绩单”

抓住产销“最后一公里”

把握运储“中间一公里”

锦州港的锦州港的““田园梦田园梦””

锦州港散货码头。 本文图片由本报资料室提供

11 月 19 日，黑龙江北安市
农民郝宏伟笑容满面，因为他
家 刚 收 的 玉 米 很 快 就 登 陆 了
千 里 之 外 的 茂 名 港 和 南 方 其
他港口，找到了买家。锦州港
正是这“千里姻缘一线牵”的

“始作俑者”，也是让这些玉米
从黄粒子变成“钱串子”的“金
手指”。

就在 10 月初，锦州港与广
州港、天津永续“两港一航”正
式签署“锦州—茂名”粮食班
轮 航 线 合 作 协 议 —— 这 是 以

“中国内贸粮中转第一大港”
锦州港为起点的第 7 条“黄金
水道”。这一次，锦州港亮出
的 是 拓 展 粤 西 粮 食 业 务 的 新
名片。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报

（上接第 1 版）“通过 VTS 系统平台，
对管辖水域内的船舶动态进行跟
踪，然后派执法人员去现场，有针对
性地开展巡查精准查处，彻底转变
了过去海事监管‘两眼一抹黑’的情
况，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同时降低
了廉政风险。”洋浦海事局交管中心
主任潘兵革说。

航行船舶的“守护者”

洋浦海事局所辖海域东至临高
马袅角，西至儋州海头，处于泛北
部湾的中心区域，是连接中国与东
南亚的海上交通要塞。从北至南
共有金牌、神头、洋浦、白马井四个
港区，码头 12 座，泊位 41 个，锚地
30 个，航道 11 条，万吨级以上泊位
26 个，每年来往洋浦的船舶达一万
三千余艘次。一直以来，洋浦海事
局在港口开发建设、航运事业发展
等方面始终倾力支持、重点保障，
经历了洋浦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的发展过程。

近年来，港口吞吐量大幅度攀
升，进出洋浦港的船舶数量和种类
明显增多，除货商船外还有大量渔
船和军事船舶，各类船舶航行交织
严重，锚泊不规范，极易发生碰撞、
触损等海上船舶交通事故，为保障
船舶交通安全，降低造成水域环境
污染的风险概率，经交通运输部海
事局批准，海南海事局在洋浦正式

建设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船舶交

通管理系统 24 小时不间断地监控
辖区内船舶的航行、停泊、作业等情
况，值班员长时间注视电脑显示屏，
在数以千计的显示点中及时发现船
舶的异常动态并加以提醒，消除隐
患，减少险情发生的概率，通过甚高
频不停接报和应答船舶报告，还要
面对大量信息协调和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VTS 值班工作对值班员综
合素质的要求可谓精益求精。

“洋浦船舶交通管理中心目前
开通两个工作台，采用‘五班三运
转’的值班模式，值班人员分五个班
组，每班两人。”洋浦海事局政委钟
敬忠向记者介绍道，洋浦船舶交管
中心以洋浦海事局指挥中心人员为
班底共 14 名工作人员，35 岁以下青
年 13人，占总人数的 93%，是一支朝
气蓬勃、具有活力的海事队伍。在
洋浦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投入使用之
前，这支队伍就以航行安全、水域清
洁、服务交通、奉献社会为己任，曾
先后多次获得海南省工会工人先锋
号、海南省搜救中心先进集体、海南
海事局先进集体、洋浦经济开发区
青年文明号等荣誉，是培养青年、团
结青年的主阵地。

公共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洋浦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将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曾静峰表示，下一步将在海头、
临高角增设雷达站，实现对辖区水
域的全覆盖；建设神头港区国防高
清监控系统，实现对 VLCC、LNG 船
舶、越南边贸船舶等重点船舶的远
距离视频监控，提升电子巡航能力；
利用船舶交通流数据，规划辖区分
道通航制，减少船舶发生碰撞事故
概率；开设外部服务终端，港航企业
可直接登录查看船舶到港信息，提
高船舶进港效率。

据 介 绍 ，正 在 建 设 中 的 洋 浦
VTS 船舶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具有
船舶档案信息、船舶动态计划查
询、业务办理等服务功能，社会公
众和相对人除了能便捷地获取准
确、实时的港口水域交通相关信
息，还能在网上方便快捷地提交信
息、办理业务。

“情系海花，高效办事”，这是恒
大海花岛有限公司给洋浦海事局送
来的感谢锦旗，也是洋浦海事局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的缩影。恒大海花岛
项目投资规模达一千六百亿，是海南
省重点项目，自海花岛项目开工建设
之初，洋浦海事局主动出击，积极服
务，履职尽责，通过参加海花岛项目
用海规划听证会、现场办公会、开展
通航安全评估等形式，对建设规划、
施工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项目
顺利开工建设，与业主和施工单位建
立联系制度，指定专人为其提供咨询

和指导，开辟绿色通道，缩短水工项
目作业许可审批时间，强化现场监
管，及时指导施工单位消除施工水域
安全隐患，确保水上施工项目安全竣
工。

多年来，洋浦海事局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不断发扬“险情就是
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的海上搜救精
神，切实履行“守一方水土保一方平
安”的海事职责。2011年至 2018年，
共接到水上险情报警 200 余起，成
功 救 起 700 多 人 ，搜 救 成 功 率 达
96%。此外，洋浦海事局积极开展宣
教活动，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向中、小
学生普及水上安全和航海科学知
识，印发《学生水上安全知识手册》
读本，开展“海事开放日”活动，开拓
学生视野，提高安全知识教育的互
动性和趣味性，增强学生水上交通
安全意识和水上险情自救能力；利
用休渔期联合当地渔政部门开展

“水上安全进渔村”活动，通过理论
讲解、案例分析、实操演示、互动交
流等方式，重点对水上险情预防、紧
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等内容进行
宣教和普及。

未来，洋浦海事局还将对船舶
监控数据与琼州海峡船舶监控数据
进行融合共享，逐步实现海南岛船
舶交管一体化的构想。为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彰显洋浦海事人的
英雄本色。

11 月 20 日深夜，随着当天最后一条集装箱班轮缓缓驶
离码头，南通港通海现代化集装箱港区吞吐量突破 15 万标
箱。自今年 6月 30日开港试运行以来，该港区吞吐量一路飙
升，10月份单月完成 6.2万标箱，实现了老城区狼山港区集装
箱业务、人员的平稳转移，成为南通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典型
示范之作。

近年来，南通港对标建设江海交汇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和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江海组合强港，着力打造江海联运枢
纽，打开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一体化改革释放新动能

“加强港口资源优化整合，推进港口管理、投资运营和集
疏运体系一体化”，这是 2016 年南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的要求。由此，南通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正式拉开大幕，成
立市港口发展管理委员会，注资 66 亿元成立南通港集团，定
位打造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港航龙头企业，为实现“一
市一港一集团”的新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港口一体化改革释放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江苏
省沿江布局的重点港区南通港通海港区，现代化集装箱码头
一期工程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建成投产。

南通港通海港区距上海洋山港 160 公里，距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 70公里。海轮进入长江 12.5米深水航道以后，抵达的
长江北岸的第一个港口就是该港区，江海联运的优势显而易
见。“通海港区现代化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建成后，将启动二
期工程前期工作。未来，通海港区将发展成为沿江集装箱运
输内贸枢纽中心、近洋集散中心、远洋分拨中心。”南通市交
通运输局（港口管理局）局长周建飞说。

在通海现代化集装箱港区码头下游 3 公里处，招商局重
工（江苏）有限公司的豪华邮轮制造及其配套产业项目规划
方案已经获得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联合批复。招商局集团
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将打造全世界设备、流程、工艺等最
先进的豪华邮轮制造基地，填补我国高科技船舶制造业的空
白。

江海河联运打造便捷出海通道

今年 5 月初，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调研通州湾，强调“要
紧密结合国家战略，打造江海联动发展新引擎”。江苏省委
十三届四次全会也明确提出，要按照国际先进标准推进通州
湾海港建设。

早在 2017年 12月，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联合批复《南通港通州湾港区总
体规划（2017-2030 年）》，定位通州湾港区打造江苏沿海便捷高效的大型出
海通道和江海联运枢纽。根据规划，通州湾港区以临港工业起步，利用土地
和岸线资源吸引大型临港产业入驻；通过长江口北支航道及后方内河水网
发展“江海河联运”承接部分沿江港口功能转移，未来利用深水资源优势建
设大型中转运输码头，建设成为临港产业和中转运输并重的现代化综合性
港区。

今年 7 月 30 日，南通市与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作为通州湾的开港项目，中天钢铁项目将对通州湾出海新通道建设发
挥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将受惠于通州湾“大进大出”的出海通道，两者互促
互进、相辅相成。

在洋口港区，LNG能源岛建设如火如荼。江苏 LNG接收站自 2011年 5月
建成投产以来，共安全靠泊近 250艘超大型 LNG船舶，累计运输到港液化天然
气 2000多万吨。据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洋口港区将建成
具备 5000万吨/年的天然气接卸、仓储、气化、保税、槽车转运、船舶转运能力
的 LNG能源岛，成为全国沿海最大的 LNG接卸基地、供应基地、销售中心（现
货、期货）和储备基地，满足全省乃至长江流域天然气多元供给的需求。

复绿减排筑牢生态保护新屏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南通港口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把长江生态修复和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统筹推进老港区功能调整
与新港区开发建设，努力做到存量优化配置、增量合理布局，加快货种优化、
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高。

目前，南通市区狼山港区的集装箱运输业务正在转移到通海现代化集
装箱港区。横港沙新世界码头 3#—4#泊位改造工程完成以后，市区段的南
通港口集团散货业务将转移到横港沙作业区，从而合理化解中心城区港城
矛盾，消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安全风险。

南通积极推进沿江非法码头专项整治，累计投入专项整治资金 7.1 亿
元，取缔 53家非法码头企业，退出港口岸线 4.6公里，全部进行复绿并恢复自
然岸坡，达到拆除、清场、防反弹、复绿“四个到位”。在长江水上过驳专项整
治中，南通完成 102台浮吊的分类处置，清退 54台浮吊，建设了天生港、海门
两个临时水上过驳区。

在抓功能转移和专项整治的同时，南通港牢固树立绿色低碳理念，抓好
节能环保工作。截至目前，全港已经建成高压岸电系统 7 套，低压岸电系统
87 套，有效降低了港口排放，被确定为长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区“岸电应用试
点港区”。

加快推进智慧海事建设 为洋浦水上交通安全装上“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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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
综合运价指数（CARFI）为 1089.80
点，较上期上涨 0.67%。

汉渝线方面：重庆至武汉货源
出现回暖，运量增长 8.60%，运价
上涨 2.41%，但武汉至重庆运量减
少了 19.83%，运价上涨 2.19%；汉
申线方面：上海至武汉运量大幅增
加 ，增 幅 达 113.54% ，运 价 上 涨

14.29% ，武 汉 至 上 海 运 量 减 少
76.54%，运价下跌 28.63%。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量
整体微降，其中上水航线运量减少
2.65%，下水航线运量增加 1.36%，
部分航线量、价涨跌明显。滚装运
输企业之间配载、换舱合作频繁，
积极应对滚装市场需求变化。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上水运量有所减少
运价指数保持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