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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自家装修豪华的客厅里，
郜国鑫却一脸愁容。原来，他 2014
年从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了 400 万
元，买了现在这艘船，本来是 3 年期
的贷款，但到期还不上，与银行协
调将贷款延期至 8 年。郜国鑫说：

“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去年赚了 100
来万元，利息就要还四五十万元，
剩不下多少钱，眼下也看不到市场
好转的迹象。”

船民们最期盼的，是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早日见效，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宏观调控，搞
好搞活长江航运市场。

业内人士认为，内河船员收入
不高、工作单调枯燥，现在除了家
里有船的，年轻人都不太愿意上
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内河船员
将越来越稀缺，家庭经营或是多元
化的内河干散货船市场未来的发展
方向之一，应该给予河南船这一群
体更多的关怀，让他们真正从国家
战略和长江黄金水道中得到更多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一群中原一群中原““跑江人跑江人””的苦与乐的苦与乐

长江武汉青山段长江武汉青山段，，不少船舶在锚地等待武钢码头的卸货指令不少船舶在锚地等待武钢码头的卸货指令。。
2222 岁的河南信阳小伙王顺奎独自一人守着自家的万吨巨轮岁的河南信阳小伙王顺奎独自一人守着自家的万吨巨轮““豫信货豫信货 1369913699””，，坐在装坐在装

修豪华的客厅沙发上玩着手机修豪华的客厅沙发上玩着手机；；趁着等候卸货的间隙趁着等候卸货的间隙，，王顺奎的父母和亲戚们一起上王顺奎的父母和亲戚们一起上
岸买东西岸买东西，，顺便到陆地上透透气顺便到陆地上透透气。。在武汉这片最大的锚地里在武汉这片最大的锚地里，，像这样的河南船随处可像这样的河南船随处可
见见。。

66 月月 2525 日是日是““世界海员日世界海员日””，，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走访时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走访时，，看到不少河南船在江里航看到不少河南船在江里航
行行。。据记者了解据记者了解，，不靠江不临海的河南不靠江不临海的河南，，却是长江上仅次于江苏却是长江上仅次于江苏、、安徽的航运大省安徽的航运大省：：
50005000 艘散货船艘散货船，，超千万吨运力超千万吨运力，，数万名船民常年闯荡在江上数万名船民常年闯荡在江上。。他们大多以家庭为单位他们大多以家庭为单位
在江里讨生计在江里讨生计，，船就是家船就是家。。

近些年近些年，，河南的河南的““江船江船””越建越大越建越大、、越造越多越造越多。。但由于运力过剩但由于运力过剩，，航运市场不景气航运市场不景气，，
贷款造船的河南船主倍感压力贷款造船的河南船主倍感压力。。

““祖祖辈辈在江上漂祖祖辈辈在江上漂，，老的小的照顾不了老的小的照顾不了，，把自己身体也搞垮了把自己身体也搞垮了，，前几年行情不好前几年行情不好，，
把几十年赚的钱也亏掉了把几十年赚的钱也亏掉了。。””一些河南船主诉苦一些河南船主诉苦。。

但这些来自中原的但这些来自中原的““跑江人跑江人””对未来仍满怀希望对未来仍满怀希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给了我们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给了我们信
心心，，期盼国家搞好搞活长江航运市场期盼国家搞好搞活长江航运市场，，让我们也能从黄金水道挖到让我们也能从黄金水道挖到‘‘黄金黄金’’。。””

崭新的地板闪闪发亮，精致的
吊顶、金色的电视墙、金白相间的板
材包裹的墙壁透着主人对装修的考
究；蓝色的真皮沙发，各种家电一应
俱全，复式房里满屋子挂着的大红

“喜”字显示船主家刚刚办过喜事
……

走进河南驻马店籍干散货船
“瑞泰长旺”轮，记者俨然有一种进
入别墅的错觉，眼前的景象与印象
中那些破旧脏乱的货轮形成巨大反
差。

48 岁的船主郜国鑫就在船上出
生，老家没房也没地，这么多年就住

在船上，男人驾船、女人做饭。郜国
鑫说，和长江里的许多船不太一样，
河南船以家庭船为主，船就是家，年
初儿子娶了媳妇，就把船上好好地
装修了一番。

为了互相照应，郜国鑫的船和
王顺奎家的船停靠在一起。王顺奎
家的“豫信货 13699”吨位更大，船
内的装修也差不多。船舱外，一笼
活鸡格外引人注目。王顺奎说：“这
些鸡是我母亲喂养的，船上买东西
不方便，有时在江里一漂就是个把
月，就自己养点鸡、种点菜改善一下
生活。”

子承父业、全家人一起跑船，这
是河南船的一个突出特点。

王顺奎初中毕业就上船跟着父
母一起干。郜国鑫的儿子中学没毕
业就辍学了，考虑到岸上做不了什
么事，就让儿子跟着自己一起跑
船。 38 岁的河南周口籍船民张伟
峰一家三代船民，2002 年就开始和
父亲出来跑船。船上生活太单调，
张伟峰的妻子在船顶种了许多花。

在中石化荆州李埠水上加油
站，不到半小时就有 4 艘 8000 吨级
以上的河南籍船舶驶过。加油站站
长文珍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和不少
人都成了朋友。她说：“河南船跟其

他船不同，他们把船当家，走上去一
看就感觉有家的温馨。河南人也很
能吃苦，一年四季都在船上，过年过
节也不回家，但相应的，他们的圈子
也很小，跟亲戚朋友慢慢疏远了，岸
上的事也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不敢
用不会用微信、支付宝，感觉和社会
有点脱节了。”

原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驻
武汉办事处主任江合适告诉记者，
目前常年在长江里运营的河南籍船
舶有 5000 艘左右，大多数是“夫妻
船”“父子船”，且几乎全是干散货
船，总运力超过 1000 万吨，成为长
江上一支举足轻重的航运队伍。

一个不靠江不临海的内陆省
份，缘何有这么多船在长江里跑？

其实，河南内河水运历史悠久，
鸿沟水系、隋唐南北大运河、北宋中
原水运网都盛极一时，曾呈现“百舸
争流天津卫，千帆竞航下江南”的盛
景。上世纪 60年代，河南有 27条河
流通江达海，通航里程 6100 多公
里，水运占货运量比重达 48%。

江合适说，河南人与长江结缘，

要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
中，人民解放军在河南集结了大量
的木船、水泥船参战，后来，很多河
南船民留在长江，成为最早一批“拓
荒者”。

由于环境变化，到上世纪 70 年
代，河南境内的航道逐渐萎缩，降至
不足 1500 公里。为了谋生，许多河
南籍货船逐步散落到淮河、汉江、京
杭运河和长江干线。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水运市
场的开放，河南船民闯荡长江的热
情高涨。郜国鑫就是这个时候跟
着父辈一起到了长江。他说，家里
最早是 10 多吨的水泥船，后来到
60 吨、几百吨、一千多吨、几千吨，
再到现在的 9000 吨。“每隔五六
年，就要换一次船，船越造越大，回
不到河南的内河了，自然而然就在
长江扎下根来。”

在河南籍船民看来，长江航运
竞争激烈、完全市场化，能让他们
立足长江的，是自己超乎寻常的勤
勉和实在。郜国鑫说，他一年在岸
上的时间加起来只有 10 多天，每

年 300 多天在江上漂，没有白天黑
夜，锚泊了也要在船上守着，上岸
了心里也放不下，长年不跟岸上的
亲戚朋友接触，慢慢感情都疏远
了，更不想上岸了。“对于河南船来
说，船主就是船员，我全家的生计
系在船上，身家都在船上，无时无
刻不在操心怎么把船运营好。”

记者走访的几位河南船主，都
还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在长江跑船
的经历。他们说，当时长江下游生
意不好做，很多河南船到川江谋生
计。“当地船挑三拣四，价格低了不
去，催得急了不去，这些脏活苦活
累活我们都照单全收。”

赚了钱的河南船民不断提升
着船舶的吨位，以及河南船在长江
的规模。从最早的木船水泥船，到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400 吨级铁船，
到本世纪初的三五千吨的钢制船，
再到如今的 2 万吨大船。同时，亲
戚互相带，老乡带老乡，越来越多
的河南人到长江跑船。

河南船跑长江，也得益于地方

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河南内河
航运协会负责人坦言，2008 年到
2015年航运处于复苏阶段，当时不
少船民在银行贷款支持下买了万吨
大船。在河南信阳、南阳、驻马店、
周口等地，政府对航运业给予了足
够多的支持，船民们很容易从银行
拿到贷款造新船、建大船，河南在长
江上的船舶运力也迅速攀升。

一哄而上带来的恶果很快显
现。由于长江船舶运力特别是干
散货船舶运力过剩，而货源的增幅
远远赶不上运力增幅，长江航运市
场很快变成了货主市场，运价一压
再压，市场的急剧变化让家庭经营
为主的河南船猝不及防。

“现在的问题是船太多太大，
而货就那么多。”多名船民说，市
场最低迷的 2015 年到 2016 年，散

货从江苏到湖北监利上水的运价
一吨只有 7 元，只能保个油钱，弄
不好还会亏损；现在行情稍好，上
水能到一二十元每吨，但由于国
家大力整治非法采砂，从中游下
水的主要货源——砂石很少了，
很多船下水空载；加上利润被代
理商拿走不少，河南船经营压力
日益增大，赚来的钱也主要是还
贷款。

航运生意越来越难做，一些身
背贷款、压力巨大的河南船开始铤
而走险，组成船队从长江一路开到
大海，寻找海砂进江的货源。长江
海事局船员管理处处长章少平称，
内河船在海上航行，船舶安全、船员
安全、海域环境安全等风险很大。
数据显示，2018年砂石运输船死亡
人数上升 121%。

目前，河南省地方海事局召回
江船进海船舶 35 艘次，处理、约谈
船公司 33 家，将 33 家航运公司、
52 艘船舶列入重点跟踪名单，对 4
家航运企业实施了停业整顿，并
对 1 家企业暂时收回水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1 家航运企业注销资

质。
多位船民告诉记者，江船冒着

生命危险入海实属无奈，这反映
出当前长江航运市场竞争激烈，
以及船民的焦虑和生存恐慌。

虽然已经离开了武汉办事处
的岗位，与长江里的河南船打了四
五年交道的江合适依然在密切关
注着长江，他忧心江船入海，更对
河南船面临的债务压力和金融风
险忧心忡忡。江合适说：“这些年
新建的河南船大多背着贷款，如果
市场持续低迷，很多人就还不起贷
款，可能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记
者调查发现，已经有河南船无力还
款，开始了逃债躲债的生活。

船就是家 婚房也在船上

子承父业 全家一起跑船

结缘长江 始于渡江战役

扎根长江 身家都在船上

地方支持 运力迅速攀升

船多货少 经营压力增大

河南具有发展内河水运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境内河
流分属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共有河流 493 条（流
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河道总里程 26245 公里，全省已建
成各类水库 2000 多座。

历史上河南省水运曾十分发达，水运成网，南通余杭，北
达涿郡。战国时期的鸿沟水系、隋唐时期的南北大运河、北宋
时期的中原水运网直至明清时期都曾是河南交通的重要组成
部分，曾呈现“百舸争流天津卫，千帆竞航下江南”的盛景。上
世纪 60 年代末，河南有 27 条河流可以通江达海，通航里程达
6100 多公里，水运运量占全社会总运量的 48%，对当时社会经
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十一五”末起，河南重点实施沙颍河、淮河、唐白河等
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的复航建设。截至 2016 年，有通航里程
1589 公里，港口码头泊位 96 个，开展水上旅游的库区（水域）
达 120 多处。截至 2016 年底全省水运企业 138 家，旅游客船
542 艘 14074 客位，其他旅游船舶近千艘；货运船舶 5050 艘 945
万载重吨；全年客运量 288 万人次，货运量 1.15 亿吨，其中省内
运量近 800 万吨。沙颍河、淮河两条干线航道实现通江达海。

为支持解放战争，当时共有各种类型船舶 8000 余只、船民
19 万余名参与渡江战役，河南船舶和船民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渡江战役胜利后，长江沿线船舶奇缺，应当地政府请求，
部分河南船民留在长江沿岸发展。

上世纪 60 年代，由于兴修水利，建造节制闸没有配套船
闸，河南航道逐年萎缩，运输船舶也被迫进入下游，并在淮河
中下游、京杭运河、汉江、长江参运。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
河南参与省际运输的船舶共有 5050 艘，省际水运企业 93 家，
船员有 3 万余人，其他从事船舶及货运代理、服务人员和船员
家属等约 8 万余人，参与长江运输的河南籍船舶和船员位居
全国前列。

为加强对长江干线上河南籍船舶和船员的管理服务，自
2004 年 9 月，河南省航务海事部门在南京、武汉、张家港分别
设立办事处，受到了船民的欢迎和好评。

目前，河南的周口港、固始港、信阳淮滨港可以航行千吨
级货船、万吨船队，可沿淮河经盐河直达连云港，经京杭运河
进入长江到达上海和武汉。在河南大力发展综合交通的历史
进程中，内河水运不掉队，不缺位。目前，河南正在大力推进
沙颍河平顶山至省界 272 公里航运通道建设，淮河淮滨段 48
公里航运通道建设，到 2020 年河南内河干线高等级航道网基
本形成，四级以上航道里程达到 1015 公里，总航道里程达到
2270 公里。建成东、南、西南三线通江达海通道，以使河南船
民更好更快的回家。全省港口吞吐能力达到 4090 万吨，港口
功能进一步提升，水运与其他运输方式有效衔接，江海直达、
铁水联运、公水联运取得显著进展。做好市场监督“裁判员”
和公共服务“服务员”，全面履行政府服务职能，为船民回乡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延伸阅读

河南水运及船员发展概况
□ 吴国梁

2018 年 ，我 国 船 员 队 伍 的 总
体数量保持稳步增长。国际航行
海船船员按出生地分布来看，河
南 达 到 41559 人，同 比 上 年 增 长
6.7%，数量位居全国第 3位，仅次

于山东和江苏；沿海航行海船船
员 出 生 地 分 布 来 看 ，河 南 达 到
4477 人，同比上年增长 27.3%；内
河船舶船员注册机关分布来看，
河南省地方海事局 2018 年注册船
员数量为 24173人。

（来 源 ：《2018 年 中 国 船 员 发
展报告》）

翘首以盼 期待市场好转

铤而走险 江船非法入海

△ 6 月 29 日，河南淮滨县江淮造船厂的一艘 2000 吨新船下水，即将
驶入长江投入航运业。 王长江 摄

△ 船上生活。姜涛 摄

△ 三峡库区秭归水域。望作信 摄

△ 船民正在系缆。姜涛 摄

本文来源于新华每日电讯，经作者同意，文字略作修改

□ 王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