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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城竞逐“中国孟菲斯”
谁是“中国的孟菲斯”？现在或许还未有定

论，但是想成为“中国孟菲斯”的城市“大有人
在”：西安、重庆、武汉、郑州……它们都在为此
而努力。

让美国小城孟菲斯成为“美国枢纽”的是铁
路、公路、水运发达的交通条件和联邦快递。那
么，什么可以让一座城市成为“中国孟菲斯”？
日前，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国家物
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包括
规划建设 6 种类型的 212 个国家物流枢纽，参与

“分享”这 212 个国家枢纽的 127 座城市中，南京、
武汉、重庆集齐了五种枢纽，类型最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说，物流枢纽
建设加上运输业巨头，可以让一座城市在区域
经济竞争中获得特殊的优势和机遇，或将催生

“中国的孟菲斯”。

本报讯 （全媒记者 胡逢）1 月 29 日，商务
部、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国管局、
国家邮政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务院扶贫办、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多渠道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
营销渠道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明确了多渠道拓宽贫
困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工作的主要目标，即：
到 2020 年，贫困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不断拓
宽，农产品产销对接更加紧密、稳定，农村物流
配送体系和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逐步完善。

《实施方案》提出，要落实多渠道拓宽贫困
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任务，聚焦多渠道、聚焦
贫困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为此，明确四项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动流
通企业与贫困村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支
持和鼓励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企业和农产品
电商企业设立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专区、专
档、专柜和电商扶贫频道，引导贫困地区发展
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二是组织开展贫困地
区农产品定向直供直销活动，推广以购代捐的
扶贫模式，推动学校、医院、机关食堂和交易市
场等从贫困地区直接采购农产品；三是完善贫
困地区农村物流配送体系，推动供销、邮政、快
递、交通运输企业在农村地区扩展合作范围、
合作领域和服务内容，探索开展农村渠道共
建、设施共享、业务代理合作；四是加强特色优
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设施建设，补齐“最先
一公里”冷链物流短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
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 （全媒记者 甘琛） 1 月 29 日，记者
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河北
省交通运输系统固定资产投资将完成 900 亿元
以上，其中，港口建设完成 30亿元。

今年，河北省大力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g
工作实现新突破，开工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线高速廊坊段和国道 G105 京冀交界路段；推
进其他对接路建设，加快建设京秦高速遵化至
秦皇岛段，开工建设 G230 京冀界至码头镇段，
开展省道 S215 等项目前期工作；确保延崇高速
主线建成通车，确保崇礼南互通主体工程完工。

此外，河北省将持续打好交通运输领域污
染防治攻坚战，推进“4+2”普通干线绕城项目规
划建设，国道 G107 邯郸段、G230 辛集段绕城项
目开工建设，国道 G337 定州段、省道 S240 石家
庄段绕城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加强道路工程
施工标准化，施工现场扬尘整治达标率达到
95%；港口累计建成防风网 6.1万米，强化喷淋设
施应用，抑尘率达到 90%。1414座大桥座大桥““跨跨””出两岸经济新动能出两岸经济新动能

□ 特约记者 梅剑飞

过江，是江苏社会经济发展头等
大事。长江江苏段全长 432.5 公里，把
江苏南北划分，流经南京至苏州 8 个
设区市，这是一条全国重要的经济走
廊。长江上那些耀眼雄伟的大桥们，
是南北沟通、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几
十年来，推动着大江两岸风貌更新。

半个世纪前，望长江天堑兴叹的
局面，因 1968 年 12 月 29 日南京长江大

桥 公 路 桥 竣 工 通 车 而 改 变 。 时 隔 50
年 的 同 一 天 ，封 闭 维 修 的 大 桥 公 路
桥 恢 复 通 车 ，一 天 车 流 量 即 达 8.4 万
辆。

目前，长江江苏段已建成跨江通
道 14 座，在建有南京长江五桥、沪通
大桥、五峰山大桥等 6 个项目。时间
翻篇到 2019 年初，常泰与龙潭过江大
桥即将开工。

全面推进农村物流
配送和冷链建设

十部门联合发文

河北交通拿到900
亿元投资大红包

本报讯 时至年关是物流企业最为“难熬”
的时候。爆仓！甩柜！说到提箱，企业、集卡司
机纷纷叫苦，最要命的是，由此引起道路交通的
拥堵和瘫痪，更让人怨声载道。今年，位于北仑
的现代物流园区却是另一番景象：交通繁忙有
序，司机不慌不忙。

这一改变，源于北仑政企合力破题。每逢
春运，对现代国际物流园区的交通都是大考
验。据了解，现代国际物流园区东临宁波舟山
港北仑港区码头，西面为北仑中心城区，南接穿
山疏港高速路，北达新 329 国道，是北仑的交通
要冲。整个物流园区物流核心区仅 1.8 平方公
里，日均进出车辆 8000 余辆次。春节临近，外
贸企业集中出货，物流量骤增，园区日均进出的
集卡车、货车达到了 1.5万辆次。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
我们开发了一个智能叫号系统，相关企业可以
根据叫号系统安排时间合理分配，集卡司机也
可以预估什么时候轮到。”物流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党工委副书记孙海山介绍，他们还特别开辟
缓冲地带作为临时停车场，所有车辆统一安排
在场地内等待。

在进园区的妙峰山路、永定河路上，笔者看
到好几处限行标志。孙海山拿出“春节期间物
流运输车辆交通组织示意图”向笔者解释：“园
区有先天不足，道路普遍不宽。这些单行线的
设置，经过了北仑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的多次
踏勘以及与物流企业反复论证优化，对外围疏
导交叉口进行警力配置、安排沿线巡查人员
……目前，外围路口已配备了疏导员，并实行 24
小时沿线巡查，方便司机进出。

“前年，我到园区送货，堵了 4天 4夜。今年
情况好多了，路上车虽多，但挺通畅。”集卡司
机文俊波从堆场提好集装箱，准备驶往码头，前
后仅花了 1个多小时。

“这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宁波海晖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行政副总陈芳说，公司位于云台山
路边，过去集卡车占道排队，经常挡住大门，既
堵车又堵心。停车场启用后，这种情况就再没
出现。孙海山说，园区内停车场的休息区已在
加紧建设，将具备休息、就餐、冲澡等功能，另
一个面积更大的缓冲区停车场，选址也基本确
定，动工在即。 （厉晓杭 陈盛竹 顾霄扬）

集卡司机的心
不堵了

政企联手为物流园区治堵

桥上能走更多车
桥下可过更大船

元旦前夕，历时 27 个月封闭维修的南
京长江大桥公路桥刚恢复开通，就迎来潮
水般车流。作为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
建造的双层公铁两用桥，打通长江天堑的
交通枢纽，屹立半个世纪之久，早已深度
融入城市发展脉搏。

跨江发展，催生一座座桥梁飞架南
北。

20 年前，江苏境内跨越长江南北的第
二座大桥江阴大桥横空出世，一举打通京
沪高速主干线上的跨江“咽喉”。中设设
计集团桥梁总工程师韩大章说，江阴大桥
是我国首座跨径超千米的特大型钢箱梁
悬索桥。今天蓦然回首，江阴大桥开通
后，对南北发展贡献堪称杰出。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通航要
求高，长江上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桥梁都
在此地。”韩大章自豪地说，江苏桥梁代表
中国桥梁的建设水平，创造“世界之最”是
常态。

南京长江四桥“中国第一大跨径的组
合型桥梁”润扬大桥，2005 年 4 月通车；同
年 10月，“世界第一座弧线形钢塔斜拉桥”
南京长江三桥建成通车。

11 年前，代表当时世界建桥技术最高
水平的“世界第一斜拉桥”苏通大桥通车，
引来全球瞩目。中铁大桥局四公司总工
程师刘俊说，其主跨跨径达到 1088 米，以
及主塔高度等创当时 4 项斜拉桥世界第
一。该桥是中国由“桥梁建设大国”向“桥
梁建设强国”转变的标志性建筑，也让南
通摇身一变成为“北上海”。

7 年前，“世界跨径最大的三塔悬索大
桥”泰州大桥建成通车，江苏沿江八市实
现“市市有跨江大桥”。韩大章谈及泰州

大桥三个“最”：世界跨径最大的三塔悬索
大桥、国内最大的水中沉井基础、最先采
用人字形钢塔。

须臾 10年时光，江苏境内就有近 10座
跨江大桥腾跃南北。跨江通道建设的大
发展，显著加快了跨江融合发展步伐。省
发改委基础产业处处长金剑平认为，桥梁
越来越高，桥上能通行更多车辆，桥下能
通过更大货轮，这是经济飞速发展最直观
的体现。

中国桥梁看江苏
再刷新世界纪录

南京长江大桥主跨宽度 120 米。“现
在，长江上的桥梁主跨基本在 1000 米左
右，气势更雄伟。”韩大章说。

在建沪通长江大桥全长 11072 米，主
跨 1092 米。“这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斜拉
桥，也是世界上首座跨度超千米的公铁两
用斜拉桥。”中铁大桥局四公司设计事业
中心主任丁文军说，大桥设计为上层 6 车
道高速公路，下层 4线铁路。

沪通大桥南北两个主塔高达 330 米，
为世界最高主塔。在北主塔成功封顶后，
元旦前南主塔顺利合龙。

“沪通大桥工程规模之大、施工难度
之高、科技创新之多，创造了世界桥梁和
中国桥梁建设的多个之最，代表着当前中
国乃至世界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中铁
大桥局沪通长江大桥项目部二分部常务
副经理顾惠明介绍，大桥工程所用钢材约
48万吨，相当于 12个“鸟巢”所用钢材。

以沪通大桥为咽喉的沪通铁路 2020
年建成后，将连接起鲁东、苏北与上海、苏
南、浙东，贯通中国东部最便捷的铁路运
输通道，对促进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调
整，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具有积极意义。

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是长江江苏段第

三座公铁两用大桥。其主跨 1092 米，一跨
过江，大气磅礴。

“作为连镇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工
程，五峰山长江大桥是我国首座公铁两用
悬索桥，同时也是世界上跨度最大、运行
速度最快、运行荷载最大的公铁两用悬索
桥。”刘俊介绍，其下层为 4线高速铁路（预
留两线），上层为双向 8 车道高速公路，其
搭载的公路、铁路车道数量和重量，都分别
远超过国际同类桥梁，刷新多项世界纪录。

就力学而言，高铁通行对“柔性结构”
悬索桥的要求极高。中铁大桥局五峰山
长江大桥项目部常务副指挥长陈明解释，
长江在五峰山段江面宽度 1000 米，如果设
计斜拉桥，其边跨势必很大，会造成资源
浪费。

五峰山大桥变不可能为可能，陈明
说，为保证大桥的稳固，在建设中，大桥主
缆直径 1.3 米，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直
径主缆，单根主缆拉力高达 9万吨，足以吊
起 1.5艘满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

作为连淮扬镇铁路的控制性工程，五
峰山大桥目前已进入钢梁架设崭新阶
段。连淮扬镇铁路是连接鲁苏皖浙赣五
省的铁路纵向大通道，2020 年通车后，连
云港至上海、至南京更加快捷，对“一带
一路”建设和沿海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意义非凡。

两岸物流南北互通
跨江无缝对接

一座又一座跨江大桥，带动了相连城
市、地区乃至整个长三角经济发展。

“跨江通道，最直接的作用是降低物
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优化沿江产业布
局、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江苏省社科院研
究员蒋昭乙认为，过去江南江北发展不平
衡的局面正被慢慢打破。

扮演着中国南北交通主动脉角色的南
京长江大桥，50 年来对南北经济的影响难
以用数字衡量。韩大章说，整修后的长江
大桥，在南京过江格局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大桥的铁路货运功能至关重要，未来
将助推南京成为长江中下游综合交通枢
纽和物流中心。

南京长江二桥使纵贯华东至西南的沪
蓉干线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贯通，直接打破
南京固有城市格局，城镇布局、生产力布
局获得质的优化。南京长江四桥通车后，
城市大外环闭合，南京城市发展空间顿时

“胖”了约 5 倍，仙林、东山、板桥、浦口、六
合等都进入大环线，区域间交流更为便
利。

苏通大桥建成后，效应逐年显现，南
通生产总值增幅跃居全省前列。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成长春
说，随着长江两岸的要素逐渐实现南北互
通、无缝对接，两个区域正在更深层次参
与区域产业分工乃至国际分工。

反观之，正是这种城市群一体化的发
展导致沿江两岸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越
发频繁，目前南京二桥、江阴大桥、苏通大
桥等高速公路过江通道拥堵严重。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提
升长江两岸互联互通水平，构建现代化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构筑发展新格局、培
育发展新动能提供支撑。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陆永泉表示，
为适应多方式过江需求，江苏省深化过江
通道筹资、建设、运营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并着眼长远加快推进新一轮过江通道规
划研究，目前正全面加快已列入国家规划
的过江通道建设。预计 2025 年全省已建、
在建过江通道将达到 30 座，届时将基本缓
解过江交通瓶颈，跨江联系更加便捷顺
畅，全面变隔江相望为跨江融合。

“我国物流业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大而不强、
成本居高成最大难题，如企业大
而不强、成本高效率低、物流信
息不连通、货物运输结构不合
理、物流基础设施布局散点分
布、物流标准不衔接、绿色物流
发展滞后等。”国家发改委经济
贸易司副巡视员吴君杨说。

“高效货运服务体系是供应
链体系的根基，但目前我国存在
物流质量与运输效率有待提高、
末端运输成短板、运输装备差距
明显、多式联运发展缓慢、运输
结构亟待调整、整个行业大而不
强等状况。”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现代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彦林表示，加快物流产业体系
重构的同时，要加快发展物流枢
纽经济。

有测算显示，在智能物流系
统驱动下，“通道+枢纽+网络”叠
加后的化学反应惊人，将为企业
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率提升 30%，
降低综合成本 20%以上。国家物
流枢纽城市作为国家骨干物流
大通道，全国性交通物流枢纽沟
通内外的物流运作节点重要城

市，是最有效率的链式服务体
系。

物流枢纽服务和国际物流大
通道是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
过程：同化和顺应。

不仅如此，国家物流枢纽城
市对各地有条件城市的未来意
义非常重大，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是一张国家级名片，也是有条件
城市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国家战
略地位的牌子，极大地拓宽了城
市 的 发 展 空 间 , 放 大 城 市 的 地
位。物流服务功能放大在与布
局为枢纽的周围环境相互作用，
逐步建构承载枢纽的城市，城市
更加重视建立于主动探索生成
和发展，物流枢纽服务形成被看
作是持续生成转化与其意义不
断建构与提升。

《规划》为各地城市提供了新
一轮发展机遇，当下各地政府开
始忙碌起来，在未来全面开放新
格局中必然是重点区域。

业 界 人 士 分 析 ，可 以 判 断
2019-2025 年是物流枢纽建设大
爆发阶段，“2019 将是国家物流
枢纽城市开启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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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212 个国家物流枢纽
分为 6 大类，包括 41 个陆港型、30 个港
口型、23 个空港型、47 个生产服务型、
55个商贸服务型和 16个陆上边境口岸
型国家物流枢纽，分别落户于 127 个城
市。不少区位优势突出的城市涵盖了
多个枢纽类型，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有
优势。

其中，有 3 个城市集陆港型、港口
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
五大国家物流枢纽类型于一体，分别
是南京、武汉、重庆，3座城市分别位于
长江的上、中、下游。上海、广州、深
圳、天津这 4 个城市由于沿海，缺乏陆
港型这一特色，集港口型、空港型、生
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四大国家物流

枢纽类型于一体。同样，杭州、西安、
成都、郑州、贵阳等城市不靠海不靠
江，也集四大国家物流枢纽类型于一
体，缺乏陆上边境口岸型以及港口型。

此外，东部及沿海省份布局的国家
物流枢纽城市最多，比如广东省除了
陆上边境口岸型，布局了 13 个五大类
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江苏省除
了陆上边境口岸型，布局了 12 个五大
类型国家物流枢纽；浙江省布局了 11
个五大类型国家物流枢纽；河北省、山
东省各布局了 10 个五大类型国家物流
枢纽。中部省份河南省布局的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最多，达到 10个；西部
省区市里，新疆的各类国家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最多，达到五大类型（除港口

型）11 个；东北地区黑龙江省除港口
型，拥有其他类型共 9个城市。首都北
京虽只布局了空港型一个类型，但周
边天津、石家庄、秦皇岛、唐山等诸多
城市物流枢纽布局相当完备。

武汉汉欧国际物流公司相关负责
人袁琼表示，武汉市区位优势突出，不
仅是湖北省的物流集纳地，同时还能
够辐射到整个中部地区，随着中欧（武
汉）班列的名气越来越大、服务水平越
来越高，辐射的区域更为广泛，目前已
有阿拉山口、满洲里、二连浩特、凭祥、
霍尔果斯“五线并行”的物流通道，国
内的多式联运班线、冷链专列等不断
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物
流加速、经济带动能力不断加强。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表示同意新建湖
北鄂州民用机场，定位为客运支线、货运枢纽
机场，主要发展国内各主要城市及境外的航
空快递运营中转业务，兼顾传统航空客、货运
服务。

此举意味着，顺丰将成为国内首个拥有
自己机场的快递企业。随后，顺丰控股也发
布了相关公告，进而对该机场工程项目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

回顾顺丰鄂州机场的落地史可知，在
2013 年的时候，顺丰开始规划在湖北建设国
际物流核心枢纽机场以提升自身竞争力。
2015 年，在经过多方对比后，集团选定鄂州市
燕矶为顺丰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首选场址。之
后 2016年，国家民航局则正式发文批复，同意
将燕矶场址作为鄂州民用机场的推荐场址，
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机场项目正式落户鄂
州。2018 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于中国政府
网则正式发布公告表示，同意新建湖北鄂州
民用机场。

据了解，顺丰建设鄂州顺丰机场可谓是
野心勃勃，其目标是对标美国田纳西州的孟
菲斯机场，旨在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货物机
场，打造全球第四个、亚洲第一的航空物流枢
纽。

与此同时盯紧这一机遇的却也不止顺丰
一方。众所周知，我国民营快递企业中，在航
空货运领域发展最为突出的两家就是顺丰和
圆通。因此在顺丰大肆布局的同时，圆通自
然也不会自甘落后。在 2016 年，圆通航空就
与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及西部机场集团签订了
共同组建中国西北国际货运航空公司的合作
协议。此后 2018 年 7 月，圆通速递母公司上
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与嘉
兴市签署协议，宣布将投资 122亿元在嘉兴机
场建设一个全球性航空物流枢纽设施，当年
12月该项目正式启动。

同时，菜鸟方面也于去年 6 月宣布，将联
合中国航空、圆通速递在香港国际机场启动
建设一个世界级的物流枢纽，总投资金额约
120亿港元。

而京东方面也在发力航空物流。2018 年
12 月底，京东集团与南通市政府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计划共同建设航空货运
枢纽，努力将南通机场打造为京东物流航空
货运枢纽。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除了鄂州机
场的落地，国家发改委同步批复的还有另外
三个机场项目。

此外，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地近些年
来也均提出了要打造中国“孟菲斯”的口号，
所以对于顺丰来说，其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
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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