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CCSFI）为
1099.69 点，较上期上涨 3.76%，煤炭运输市场行情有所上
行。七月份已进入炎热夏季，居民用电量增加，电厂煤
耗上升带动补库需求增长，本周煤炭整体运量较上周上
涨 4.34%。同时，南方迎来强降雨天气，长江汛情加重造
成船舶运输成本上升，部分航线运价小幅上涨，但市场
船货供需关系整体稳定，运价波动不大。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新动能何在？新优势何来？用
好绿色发展这步“先手棋”，不断催
生新动能。 2018 年 6 月 13 日，福建
省泉州港口管理局首次联合泉州市
环保局，对港口码头扬尘治理工作
开展执法检查。

当天，联合检查组检查了泉州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后渚分公司、泉
州太平洋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5
号、6 号在建工程等 4 家泉州港最大
的散货码头和在建工程项目，重点
检查企业扬尘污染治理制度建立、
扬尘货物堆存密闭、生产经营场所
和周边道路硬化等情况，特别对沙
石、混凝土搅拌站扬尘治理等进行
重点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码头物料堆
放零散、不规范，物料区抑尘设施不
完善，扬尘治理长效机制还不健全等环
保问题，联合检查组立即下达整改通知
书，要求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限期完
成整改。

通过啃硬骨头，涉深水区，泉州港环
保工作“综合监管+行业监管”的“双重
监管”模式初步建立，为该港口长远发
展夯基筑台，立柱架梁。 2018 年至今，
双方形成长效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共开
展 10 余次联合执法行动，齐抓共管，共
同守护泉州港碧水蓝天。

立下规矩、划定红线，倒逼泉州港来

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拿出壮
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推动产业
转型。

为此，泉州港口管理局出台《泉
州港危货企业分类分级监督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将
按照港口危险货物企业的安全风险
状况分为 A、B、C 三类，并将每一类
企业根据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的结果
划分为低风险、一般风险、较大风
险、重大风险四个等级，实施差异
化、精准化的动态监管，建立按类
分级、按级监管的新型安全生产监
管模式。

廖培坤表示，在实施绿色港口建
设过程中，泉州港依靠信息技术手
段，通过提升社会物流效率，实现绿
色港口生态圈。下一步，泉州港将

积极参与国家电力改革试点，把改革的
红利回馈到绿色港口建设中来，着力构
建泉州港绿色发展新格局，拓展发展新
空间。

泉州港泉州港擦亮绿色发展底色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 全媒记者 王有哲 实习记者 何智卿

7 月 5 日，记者来到泉州港石湖
港区，阳光灼热，站在码头放眼望去，
现代化作业的码头桥吊与蓝天碧海
相映生辉。“以前在码头作业，耳朵里
听到的是桥吊的轰鸣声，同事间对话
时要扯着嗓子喊。”石湖港区码头装
运指挥员黄涛说，“另外，起重机门框
旁的小细管上方还会吐出一缕缕黑

烟，空气中弥漫着柴油燃烧后的难闻
气味。‘油改电’后，黑烟不见了，空气
新鲜了，呼吸也顺畅了。”

从粗放发展到创新驱动，从破
旧到立新，泉州港既做好淘汰落后
产能的“减法”，又狠抓绿色产业增
长的“加法”，新时代的泉州港奔腾
进入新航道。2017 年以来，泉州太

平 洋 集 装 箱 码 头 有 限 公 司 3 号 、4
号泊位 1700KVA×2 高压变频岸电
项目、石狮鸿山热电码头 1000KVA
高低压变频岸电项目陆续投产、石
狮华锦码头 800KVA 低压变频岸电
项目等一批岸电项目通过交通运
输 部 验 收 …… 泉 州 港 奏 响 新 时 代
绿色发展主旋律。

泉州港沿海沿边，具有独特的
区位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
推进，泉州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大格
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面对绿色
港口建设新要求，如何走出发展与
保护的二元对立，廓清绿色港口发
展新理念？

“下好绿色发展一盘棋，通过
岸电系统建设及码头‘油改电’，
推动港口发展提质增效，改造传
统生产方式，打好产业转型升级

‘组合拳’。”泉州港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泉州地区海岸线绵长，泉州港

辖四湾五个港区十六个作业区。
船舶靠港期间依靠燃油辅机发电
满足通信、照明、冷藏、加热及机
动变向等用能需求，燃油排放的
大量硫化物等废气，给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

为此，泉州港主动作为，联合
泉州供电公司共同推进岸电系
统建设，减少船舶靠港期间有害
气体排放，并通过“油改电”消除
机械燃油发电机组运行产生的
噪声污染。 2015 年以来，泉州港

先后完成石湖港 24 架龙门起重
机的“油改电”以及两个泊位的
岸电系统建设。

泉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廖培坤介绍，石湖港岸电项目
选址石湖码头 3 号、4 号泊位，安
装了 1 套总容量为 3400 千瓦的岸
电电源。然后从码头变电所馈出
一路 10 千伏线路接至变频电源装
置，再经地下电缆分别接至两个
泊位的 4 个高压接线箱，通过变
压、变频，将 50 赫兹交流电变换

成适合船舶应用的 60 赫兹交流
电。该项目于 2017 年年底投入使
用。“石湖港岸电项目实现了年减
排二氧化碳 1893.9 吨、氮氧化物
41.5 吨、硫氧化物 31.37 吨。”廖培
坤说。

纵横之间，新机制酝酿新格
局。近年来，泉州港加大港口岸
电推广力度，组建了港口岸电推
广工作小组，计划到 2020 年争取
在泉州实现沿海港口 90%的港作
船舶、公务船舶靠泊使用岸电，
50%的集装箱码头、客运码头具
备向船舶供应岸电的能力。

加快港口转型发展，根本前
提 是“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如何切实提升港口绿色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泉州港积极作
为，依靠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港口自
我监测环境能力。

该港扎实推进港口视频监控
系统建设，港口视频监控系统安装
的 38 个监控摄像头可全面监控辖
区 12 家干散货港口码头和部分堆
场装卸作业，基本实现对干散货港
口码头装卸作业远程实时视频监
控。同时，这些监控同步接入福建
省港口管理信息系统，形成布点合
理有效、数据实时共享、接口规范

统一、运行管理高效的“互联网 +
视频监控系统”安全监管模式，在
全省率先实现辖区危货企业视频
监控全覆盖。

“‘互联网 +视频监控系统’
投用后，将有助于港口执法人员及
时发现港口作业中存在的违法行
为，对违法人员的违法时间、情
节、监控点位置等基本情况进行及
时记录，并固化视频监控所采集的
违法作业证据。”廖培坤表示，该
系统可辅助港口安全监管人员更
加便捷高效地了解各个现场情况，

然后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开展检
查抽查，进一步提升在安全监管、
事故处理、应急救援等方面的监管
和服务水平。

除实时监控外，泉州港还通
过定期监测，架起港区环境保护

“天线”。廖培坤告诉记者，2019
年 1-4 月，泉州港环境质量继续
保持平稳。根据监测结果，港区
空气质量良好，PM10、TSP、二氧
化氮、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评价浓
度 均 能 满 足《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 2012）中 二 级 标

准。
此外，按照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工作部署以及《福建省生态环境监
测网络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从 2017 年至今，泉州港口管理
局先后投入 40 余万元，委托专业
机构对泉州港石湖、深沪、锦尚、
石井、围头作业区运营期 12 个大
气、4 个水质、21 个噪声监测点位
的“大气、水质、噪声”进行常规环
境监测，及时掌握环境质量，为环
境监管提供可靠依据。

环境监管被智慧“赋能”，绿色
理念根植港区，泉州港成为绿色发
展“新标杆”。

新理念绘转型“工笔画”

新技术赋能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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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泉州港。 福建省港航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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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拥有深圳
太子湾邮轮母港、广州南沙国际邮轮
母港和香港启德邮轮码头，作为全国
唯一一个三大邮轮母港齐聚的重要邮
轮市场，发展邮轮产业优势明显。

目前，全国三大邮轮母港形成了
独一无二的“3 小时邮轮圈”。从大湾
区的城市出发出发，去 3 个邮轮母港
中任何一个搭乘邮轮，用时都不会超
过 3 小时。在大湾区“三小时邮轮
圈”，目前邮轮航线、目的地和邮轮品
牌数量合计均位居全国第一，选择

“多样性”形成优势叠加，正彰显强大
的集聚效应。

“大湾区”三港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简 称《纲 要》）提出，要有序推动香
港、广州、深圳国际邮轮港建设，进一
步增加国际班轮航线，探索研究简化
邮轮游艇及旅客出入境手续等。

大湾区内的广州、深圳、香港三
大港口可以形成联动，形成协同效
应 ，为 整 个 大 湾 区 的 发 展 提 供 支
持。在邮轮母港上，如何推动广州
与香港、深圳邮轮母港沟通对接、优
势互补和客源互送，逐步构建粤港
澳邮轮母港群，是大湾区邮轮产业
发展的方向。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指
出，邮轮游艇本应是大湾区的优势产
业，应引领中国邮轮产业的发展，但
是大湾区在这方面行动迟缓。如今在
《纲要》出台后，应积极落实，争取将
邮轮产业发展作为增长点。吴文学建
议，首先要解决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的痛点。从国际经验来看，配套设施
建设、资源开发方面的挑战是中国邮
轮产业发展面临的长期难题。目前来
看，大湾区内的邮轮母港在硬件设施
上已位居全球前列。

三地邮轮母港硬件设施
位居全球前列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和广州南沙
国际邮轮母港虽然开港较晚，但发展
速度较快。 2016 年年底正式开港的
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配置“豪华”，拥
有 1 个 22 万 GT 邮轮泊位和 1 个 10 万
吨级邮轮泊位。2017 年，深圳太子湾
邮轮母港迎来来自 9大邮轮公司的 10
艘邮轮靠泊，创下亚太地区开港首年
之最。

据悉，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未来

将开展大湾区观光旅游和邮轮旅游两
大业务，到 2020 年将完成两艘观光船
的建造，2022 年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
将实现本土邮轮运营计划。

南 沙 国 际 邮 轮 母 港 竣 工 在 即 。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项目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动工建设，2019 年 1 月综
合 体 航 站 楼 主 体 正 式 封 顶 。 据 介
绍，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将于 11 月
份开港运营。

根据规划，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
港项目规划岸线 1600 米，规划建设
10 万总吨和 22.5 万总吨邮轮泊位 4
个，其中一期工程岸线总长 770 米，
建设规模为 1 个 10 万总吨邮轮泊位、
1 个 22.5 万总吨邮轮泊位和建筑面积
约 6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年设计通过
能力 75 万人次，将超越深圳太子湾
邮轮母港。

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港运营
后，预计年出入境旅客可达 75 万—
100 万人次，届时有望成为内地规模
最大的邮轮母港综合体，可停靠目前
全球最大规模的豪华邮轮。据悉，广
州南沙国际邮轮线港由广州港集团与
中交邮轮母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组建
的新邮轮母港公司运营，预计 10 月份
试靠船。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
进邮轮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和《广州
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旅游产业
发展扶持办法》于 2019 年正式实施，
对选择南沙作为首航母港的新建邮
轮，按照航次的数量进行阶梯性扶
持，邮轮公司的首航扶持最高可达

120 万元。
启德邮轮码头是香港地标。香

港启德邮轮码头及首个泊位工程于
2010 年 5 月动工、2013 年年中落成启
用，第二个泊位于 2015 年落成启用，
两个泊位均可停泊世界上最大型邮
轮。目前，香港启德邮轮码头已发展
成为一座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的香
港地标。

尚待突破需求短板

目前大湾区内 3 个邮轮母港间距
离不到 50 海里，地缘条件各有不同，
彼此间往来还存在局限。香港虽然是
自由港，主要优势体现在挂靠邮轮，
但母港邮轮客源有限。香港的主要客
源群体在内地，因为有过关环节，启
德邮轮码头交通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受
限制。有业内人士建议增加多点挂靠
以及推动旅行证件的相关安排，正如
《纲要》提及，逐步简化及放宽内地邮
轮旅客的证件安排，研究探索内地邮
轮旅客以过境方式赴港参与全部邮轮
航程。

有业内专家担忧，与内地其他邮
轮母港一样，大湾区的邮轮母港是否
也将面临功能单一、配套设施缺乏、
母港建设与所在城市旅游资源联动不
紧密和产品认知度低的问题。此外，
邮轮航线单一的问题日益突出、邮轮
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同时新型邮轮
航线的催生动力和市场需求却在日益
增强。因此，航线设计多样化或成为
突破需求短板的一个切入口。

□ 陈海萍

大湾区邮轮母港群彰显集聚效应

港珠澳大桥。 本报资料室供图

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周评

本期武汉航运中心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WSCFI）为
1046.80 点，较上期上涨 0.23%。

本周 12 条主要航线中 5 条航线运价上涨，4 条航线
运价下跌，3 条航线运价持平。南美西航线近期货运需
求旺盛，航线装载率较高，部分航运公司采取运价推涨
措施，航线运价上涨 2.72%；日本关东航线随着市场供需
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带动运价小幅上涨 0.76%；美东、美
西 航 线 运 量 充 足 ，运 价 持 续 推 高 ，较 上 期 分 别 上 涨
0.44%、0.32%；欧洲航线运价较上期微涨 0.35%。东南
亚、澳新航线货运量有所减少，班轮公司为提高装载率
下调运价，较上期下跌 1.00%和 0.94%；南非航线则因部
分班轮公司采取低价揽货策略，航线运价较上期下降了
0.54%。韩国、波斯湾 /红海、台湾航线运量保持平稳，运
价与上期持平。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南美西航线需求旺盛
运价指数稳中有升

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滚装运输资源不足
运价波动分化明显

本期中国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综合运价指数
（CARFI）为 1030.14 点，较上期上涨 1.36%。

本周，长江商品汽车整体运量有所减少，运价波动分
化明显。其中：上水航线运量减少 3.61% ，运价下跌
10.29%；下水航线运量减少 16.04%，运价上涨 25.76%，由
于部分航线运价涨幅较大，拉动本期指数有所上行。

随着 6 月底“国五”库存车辆清理告一段落，商品汽
车经销商进货需求旺盛，但由于宏观经济下行以及季节
性汽车消费的下降，7 月商品汽车销量仍呈下降态势，造
成长江商品汽车滚装运输资源不足。

（武汉航运交易所供稿）

中国长江煤炭运输综合运价指数周评

煤运需求有所增加
船货关系总体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