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组照片见证武汉港蝶变
□ 全媒记者 程璐 廖琨 特约记者 林雅琴

档案见证长江

在长江航务管理局档案中心，珍藏
着一组从黑白到彩色的照片档案——

第一张照片摄于上世纪 80 年代，民
生路武汉客运码头门前长队漫漫，一望
无边，定格下长江客运市场“一票难求”
的火爆；第二张照片摄于 1996年，武汉港
集装箱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开启港口发
展新征程；第三张照片摄于 2014年 12月
24日武汉新港，当年第 1000000个集装箱
被稳稳吊起，标志着武汉港成为长江中
上游第一个突破百万标箱的内河港。

它们正是长江中游第一港武汉港蝶
变历程的生动见证。

两江交汇 码头兴盛

武汉，因江得名，依江而兴。长江与
汉江交汇于此，造就三镇鼎立、码头兴
盛的城市格局。

据《湖北水运史》记载，武汉有名可
考的最早码头是清乾隆元年（1736 年）修
建的汉口天宝巷石级码头。到抗日战争
前夕，武汉港已有各类码头 144 座，年货
物吞吐量仅次于上海，水陆航线可以到
达世界诸多国家，是享誉国际的大港。

光阴流转，物换星移。新中国成立
后，武汉港继续在长江航运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

在“一五”建设计划时期，国家拨款
建立武汉地区有史以来第一座客运站。
到“七五”时期，武汉港的旅客年发运量
已由建站初期的 39万人次增长到 286万
人次，成为长江干线港口旅客发运量最
大的港站之一，也是我国内河主枢纽港
站之一。

到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初期，长江水
上旅客流量逐年增加，客流高峰时“一
票难求”。“那时客运站还在汉口沿江大
道和民生路口交会处，位置不大，买票
的队伍常常排到马路上去。”武汉港务
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杨建党对 80
年代的情景记忆犹新，“除了上船的、买
票的，还有很多人是来接船的。那时候
物资短缺，坐船的人都会带很多特产，
宜昌柑橘、重庆花椒、涪陵榨菜、上海大
白兔奶糖，带到武汉都是抢手货。”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武
汉港曾先后腾出港区前沿两座货运仓库
及三处码头前空旷场地搭建旅客候船长
廊，扩充旅客在港候船面积的需要。

到 1986 年，武汉港年送客人数达到
286 万人次，日发航班 30 次左右，再创新
高。为满足人民出行需求，当年，武汉
破土兴建武汉港客运大楼。这座建筑占
地面积 6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3000 平
方米、设计容纳 600 万人流量，规模之
大、投资之巨在当时绝无仅有，又因外
形神似一艘扬帆起航的大船，它也被称
为“亚洲第一船”。

客运兴盛只是武汉港一个缩影。经
过 30多年建设发展，从 1958年到 1987年，
武汉港客运量增长 8倍，货运量增长 3倍，
港口吞吐能力逐步扩大，航道条件得到改
善，为今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强强联手 蓄势前行

1992 年元旦，被誉为“亚洲第一船”
的武汉客运港正式运营。然而，随着沿
江高速公路、铁路相继建成通车，长江
客运迅速下滑。1995 年，长江客运量比
10 年前下降 124 万人次；到 2000 年下降
到 106 万余人，曾经熙熙攘攘的客运港
大厅沉寂下来。

当辉煌成为记忆，找寻出路迫在眉
睫，武汉港内部兴起了“弃水登陆”还是

“保水登陆”的大讨论。最终，“保水登
陆”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坚信，长
江黄金水道仍有潜力，只是我们挖潜的
能力不够，不应该放弃。”武汉港客运站
党委副书记刘元军的话饱含着武汉港人
对长江的依恋。

“保水登陆”的思路既定，武汉港马
上行动起来。

一方面将目光从水上转移到岸上。
利用武汉客运港门前广场兴办公路客运
站，大楼整体建筑分割出租，开办十多
家餐饮、娱乐服务门店，引进江滩花鸟
市场收取场租。

一方面紧跟市场，大力发展集装箱运
输。1996年，武汉港务局在杨泗港成立武

汉港集装箱装卸公司，也是武汉市第一家
集装箱码头公司，当年完成 1.63万标箱。

“当时没有专用集装箱装卸设备，使
用两台台架吊，手动吊具进行作业，效
率很低。堆场坑坑洼洼，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海关甚至要求公司整改，
否则要停止监管区作业。”武汉港务集
团工程技术部部长陈文铭向记者描述着
起步之初的艰难。

想进行集装箱专用码头改造，然而
资金捉襟见肘。此时，正在布局“长江
战略”的上海港向武汉港抛出合作的橄
榄枝。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明确了合资
意向，与上港集箱合资组建了武汉港集
装箱有限责任公司，从此迈出了合资改
制的步伐；2004 年，武汉港与上海港签
订整体合资意向书，成为长江沿线第一
个进行股权改革的港口；2005 年 6 月，与
上海港整体合资改制，成功实现“高位
嫁接”，从而掀开了集团发展的新篇章。

随后，武汉港再次进行合资改制，引
入了中外运香港物流公司、上海国际港
务集团等企业。合资后，他们投资近四
亿元资金开展大规模改扩建工程，大幅
提高了码头软硬件条件。

2013 年，武汉港务集团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 50 万标箱，2016 年突破 70 万标
箱，2019 年有望突破百万标箱，武汉港
集装箱运输“加速跑”态势明显。

敢为人先 重铸新港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
国产业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长
江航运运量大、成本低、排放少的优势开
始显现，“黄金水道”发展进入国家视野。

在此背景下，湖北省委省政府主动
作为，敢为人先，提出了打造“武汉新
港”的宏伟目标，并将其作为实施“中部
崛起”发展战略、推动建设国家“两型社
会”的重要突破口。

当年，湖北省、武汉市打破行政区
划，将鄂州、黄冈、咸宁部分港口统一纳
入武汉新港建设，同时启动了《武汉新
港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按照规划，武汉新港将跻身拥有先
进港口技术、现代机械装备的“亿吨级”
大港，它将是中西部直达海外的国际港
和水水、水陆中转的枢纽港，它还将带
动一个依托港口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型城
区的“循环经济”先导区。

时光从不辜负奋斗者。 2009 年，阳
逻港三期、杨泗港综合开发、长江航运
中心大厦等重大项目相继启动建设。到
2010 年，武汉新港货物总吞吐量就突破
了 1 亿吨，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首个“亿
吨大港”。

2013 年 7 月 21 日，一个让武汉港人
刻骨难忘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
北，一下飞机就冒雨来到武汉新港阳逻
集装箱港区。在滂沱暴雨中，他卷起裤
腿、打着雨伞，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
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
联运，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5年后的 2018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长江岸边，在武汉主持召开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他强
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
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
重大战略。”

江水滔滔，不舍昼夜。长江港口，勇
立潮头。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以武汉港为代
表的长江港口，与民族和国家命运紧紧
相拥，跨越发展、破茧蝶变。截至 2018
年，长江干线拥有万吨级以上生产性泊
位 587 个，亿吨大港达到 14 个。长江干
线港口货物吞吐量 27.8 亿吨，较 1985 年
跃升 28倍。

这铿锵的发展韵律，穿越时空、历久
弥新，和永不停歇的长江水一起，正成
为长江经济带奋进不止的强大动力！

80年代，武汉港工作人员在有序疏导乘客。

2 CHINA WATER TRANSPORT

2019年 10月 25日 星期五

责编 美编 何业勤 综合新闻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樊 雪
菲）10 月 24 日，为进一步深化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
求，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
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
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
学的黄金经济带，长江航运公安
局公布近年来服务保障长江经
济带建设的十大典型案例。

记者了解到，经典案例中，
涉及污染环境的案件有浙江宝
勋公司“10 · 12”系列污染环境
案和浙江天顺公司“12 · 18”污
染环境案；非法采矿案件有“9·
17”长江黄石段水域系列非法
采矿案和“5 · 28”长江南京段、
镇江段水域非法采矿案；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件有“6 · 4”长江
枝江段沿江村水域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和“1 · 1”洞庭湖水域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杀人抛尸案
件有“11·9”杀人抛尸案和“9·
2”杀人抛尸案；严重侵财案件
有“1·16”盗卖铜精矿案和“2·
28”系列抢劫成品油案。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该局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
作会议、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高站位、强履职、勇担当，紧
紧围绕维护长江中央管理水域
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
全，强化打防管控工作，为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服务和保障。下一步，该局将继
续按照党的十九大对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总体部署和行业公
安管理体制调整相关安排，勇于
担当，久久为功，充分发挥跨区
域联动作战优势，为实施好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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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 特约记
者 石俊 记者 何志成 通讯员 汪蓓）10
月 23日下午，来琼参加“中国—东盟海上
执法人员研修班”的 41名学员及部分授
课专家一行到海南海事局参观交流海事
管理工作。研修班学员由来自中国、东
盟以及东北亚、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等

“一带一路”沿线 13个国家的海上执法机
构官员和涉海研究机构学者组成。

活动中，研修班一行参观了琼州海

峡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海口溢油应急设
备库以及南海救助专业船舶“南海救
113”，详细了解了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VTS（船 舶 交 通 管 理 系 统）、CCTV
（渡口和码头等视频监控系统）等海事
监管系统、航行保障系统以及海上溢油
应急处置设备、措施、机制的相关情
况。双方就相关涉海管理事务、海上搜
救与应急处置协调机制、海上溢油管
理、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交流。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龙巍）10月 24
日，中国“蓝色海湾行动助力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现场技术交流会在广东汕头
开幕。大会以“中国蓝色海湾行动助力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共商海岸
生态修复技术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曾经城建废土堆积如山、随处可
见生活垃圾的金澳湾，如今变成市民
休闲、游客观光的好去处。良好的整
治成果已转变成为当地巨大的发展效
益和生态旅游优势。”中交疏浚广航局
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由中交疏浚
广航局实施的汕头南澳蓝色海湾整治
项目包括五个海湾的综合整治、水生
态修复和海洋环境监测，瞄准“水清、
岸绿、滩净、湾美、岛丽”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打造南澳岛冲击 5A 景区的
旅游经济发展新引擎。

“当前，面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部署，面对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
中国疏浚业需紧跟时代步伐，切实承
担起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的
发展责任，全面构建生态疏浚技术体
系，走出一条绿色化、智能化、创新化
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疏浚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交建总裁助
理，中交疏浚党委书记、董事长周静波
表示，近年来，中交疏浚坚持新发展理
念，按照“环境＋”的发展思路，成立了
流域、水库和海岛治理与修复研究中
心，积极培育高端生态环保产业。

据介绍，中交疏浚在发展传统疏
浚业务的同时，针对流域治理“边治
理、边污染”的现象，对“四大痛点”重
点发力，从顶层设计和项目策划入手，
通过对流域治理技术体系、商业模式、
融资方案、产业导入等方面进行筹划，
形成了“一种模式、两个体系、三大转
变、四项创新”的流域治理中交方案。

中交疏浚打造流域生态修复“中交方案”

本报讯 （全媒记者 杨柳 记者 薛力强）10 月 23 日
上午，伴随着一声声汽笛，地中海邮轮公司“地中海辉煌”
号邮轮徐徐停靠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码头，标志着地中海邮
轮公司继 2016年和 2017年运营天津母港航线后再次回归
天津，拉开了地中海邮轮公司 2019年天津母港邮轮航线运
营的序幕，此举不仅将培育和发展天津本地邮轮市场，也
将使地中海邮轮文化的影响辐射到整个华北地区。

据悉，“地中海辉煌”号邮轮总吨位 13.8 万吨，总舱房
数量 1637间，标准载客 3274人，计划于 10月 23日至 11月
17 日运营天津母港邮轮航线 6 艘次。船上 LEGO 海上乐
园、47400颗施华洛世奇水晶打造楼梯、1603座的亚洲超大
型海上剧院，以及其特有的MSC地中海游艇会将为游客带
来新奇体验。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地中海辉煌”号邮轮接待工作，天
津国际邮轮母港科学安排、精心筹划，制定了周密的接待工
作计划，并按照地中海邮轮公司的要求，完成VIP旅客专用
候船区和网络支持等相关部署工作。未来，天津国际邮轮
母港将持续做好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质量的提升工
作，迎接天津邮轮市场的快速发展。

地中海邮轮再次“回归”天津

本报讯 （全 媒 记 者 杨 雪 通 讯 员 金 春 燕）10 月 23
日，威尔森船舶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威尔森”）首席执行
官兼总裁 Carl Schou 在上海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宣布威
尔森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战略。

Carl Schou 表示：“威尔森在华业务不断增长，我们希
望为中国的海事行业提供高质量服务。”威尔森预测，中国
将很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游轮市场，豪华游轮的增长势
头尤其明显，威尔森可在此领域为船东提供专业的个性化
技术管理服务，让他们能够为乘客提供难忘的体验。

据悉，威尔森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第三方船舶管理公
司之一，在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船舶管理行业具有
众多成功案例，在中国新船监造领域，威尔森已与西东船
务咨询有限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Carl Schou
表示：“威尔森管理的大约 62%的船队在中国接受干船坞
服务，并且威尔森在与中国船员合作方面拥有良好的经
验，正在增加中国船员数量。”

威尔森船舶管理公司
欲为中国海事行业提供高质量服务

本报讯 （全媒记者 陈俊杰 通讯
员 余明霞）10 月 22 日上午，伴随着旋
挖钻机、挖掘机的轰隆声，宁波舟山港
梅山港区沈海高速连接线（象山湾疏
港高速）昆亭至塘溪段 PPP 项目正式
开工。

据宁波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象山湾疏港高速昆
亭至塘溪段项目起于北仑区春晓街道
昆亭村南侧，设置昆亭枢纽连接宁波
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终于鄞州区塘
溪镇鹳山村西侧，并设置塘溪枢纽接
甬台温高速复线。该项目路线全长
24.15 公 里 ，共 有 桥 梁 15 座 ，长 约
16863.5 米；隧道 4 座，长约 4509 米；互
通式立交 4 处（昆亭枢纽、春晓互通、

瞻岐互通、塘溪枢纽）。全线按照设计
速度 100 公里 /小时，双向六车道的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计划于 2023 年年底
建成，项目投资概算 77.1 亿元，特许经
营期为 29 年，其中建设期 4 年，收费期
25 年。经公开招标，该项目由中交路
桥建设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组成的项
目公司承建。

据悉，该项目是宁波舟山港集疏运
网络的重要通道，也是宁波市高速公路
网规划“二环十射四连四疏港”的重要
组成部分，沿线串联宁波舟山港六横公
路大桥、甬台温高速复线，对于完善宁
波市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善宁
波舟山港集疏运条件，降低企业的物流
成本具有显著的意义。

宁波舟山港象山湾疏港高速
昆亭至塘溪段PPP项目开工

10月 23日，由天津市瀚洋金属设备有限公司承接的SEI 中国石化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福建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乙烯蒸汽裂解装置———1010-C-40乙
烯塔在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完成装船，该项目是中国海峡两岸合作的最大
石油化工项目，彰显了天津临港港务集团货物接卸实力。 杨柳 马小军 摄

“中国—东盟海上执法人员研修班”学员
到琼交流涉海管理

本报讯 （全媒记者 周佳玲）10 月
23 日，重庆市发布《全面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将通
过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提升、开放
口岸完善、开放主体培育、开放环境优
化等“五大行动”共 64 项举措，让重庆
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

《行动计划》明确，到 2022年，重庆市
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
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作用、
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示范作用
进一步凸显，开放型经济体系进一步完
善，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功能配套、集聚
辐射等居中西部前列，全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达到 6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外贸依
存度保持 25%左右，服务贸易总额达到

350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每年保持
在 100亿美元左右。

重庆市商务委主任张智奎介绍，该
市将从通道、平台、口岸、市场、环境等
五个方面实现上述目标。包括实施通
道拓展行动，全方位推进出市、出海、出
境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
撑；实施开放平台提升行动，增强平台
集聚辐射能力，继续推动自贸区先行先
试，开展首创性、差异化的改革探索；实
施开放口岸完善行动，建设“口岸体系
全、功能配套齐、通关效率高、服务环境
优、集聚辐射强”的口岸高地；实施开放
主体培育行动，引进和培育一批特色突
出、规模较大、外向度较高的市场主体；
实施开放环境优化行动，全面优化市场
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居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

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上接第 1 版）三是提升基础设施服务
水平。谋划推进机场、高铁站、高速公
路与场馆周边道路衔接，借鉴重大赛
事、活动保障经验，完善无障碍设施，打
造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交通
系统。四是提升运输服务保障水平。
及早谋划冬奥会运输组织保障方案，做
好赛区、场馆之间交通组织，确保运转

顺畅、衔接有序。创新出行服务方式，
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
推动运输服务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河北省领导叶冬松、张古江，中
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京
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机关有关
司局及有关市（县）、施工企业负责
同志参加相关调研和座谈。

严守时间节点把握工作重点破解工程难点
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冬奥各项交通保障工作

本报讯（全媒记者 周佳玲）10月 24日，记者从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航务管理局获悉，四川省推进“交通+旅游”十
大示范项目中涉及的水运项目——嘉陵江山水人文旅游
线试点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建设完工后，将有 25 个
旅游码头投入运行。

据悉，嘉陵江山水人文旅游线试点工程具体建设任
务包括栖凤湖水上游览环线、阆中水城、中法农业科技
园、亭子湖景区、苍溪城区河道综合治理、南充城区嘉陵
江夜游、明月峡至千佛岩航道整治、水东坝枢纽、亭子口
升船机体验游、南部红岩桂香旅游码头、新政离堆旅游码
头等 11个项目。

截至目前，11 个项目中已投入试运行 2 项、开工建设
5 项，未开工建设 4 项。涉及水运设施旅游码头共计 25
个，其中已建成 9 个，在建 1 个，未开工建设 15 个，旅游船
艇已建造并投入运行 7 艘，在建 2 艘；涉及航道建设项目
3 个，目前苍溪县嘉陵江城区段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1 个项
目已开工。

四川建设25个
水运设施旅游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