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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平陆运河，对于深入促进西
部大开发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将产
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广西北部湾国
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平陆运河办公室
主任宁武介绍，“目前，北部湾港的货
运吞吐量仍然有很大潜力。平陆运河
建成后，从广西到东盟国家，水运更便
捷，将改变运输格局，有助于向海经济
的发展。”

出海里程的缩短，不仅可以增加广
西本地货源，还能吸引更多西部内陆省
份货物从北部湾港出海，让北部湾港成

为西部内陆省份货物漂洋过海首选。
同时，平陆运河也是新时代推进

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
键工程。平陆运河开发为西江中上游
地区发展向海经济、承接珠三角地区
产业转移、大力开发初级产品创造了
有利条件，将有力促进南宁和钦州经
济发展实现战略性突破，带动百色、柳
州、来宾、贵港等市创新开放发展，推
动我国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左右
江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助力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新格局。
据介绍，平陆运河在发挥交通运

输功能的同时，将兼顾供水、防洪、灌
溉、水生态治理等综合功能，最大限度
实现水资源综合利用，改善环北部湾
地区生产生活用水条件，缓解西江干
流防洪压力，优化钦江流域水生态环
境；充分发挥水路运输节能环保的比
较优势，推广应用氢能、电动、液化天
然气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船舶，建设
绿色智慧运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可
持续发展。

有效带动百业兴盛

““世纪工程世纪工程””让梦想照进现实让梦想照进现实
平陆运河开工平陆运河开工

□ 全媒记者 龙巍 张植凡

8 月 28 日，平陆运河建设动员大会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平陆运河马道枢

纽建设现场举行，标志着平陆运河正式进入实质

性建设阶段。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

江海连通的大运河，始于广西南宁市横州市西津

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

入北部湾，全长约 135 公里。

建成后，平陆运河将成为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

全新快速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此出海，相比以往

从广州出海可缩短入海航程约 560 公里，预计每年

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省运输费用 52 亿

元以上。未来，运输能力和效率将得到极大提升，

江海连通能力显著增强，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7月 8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复，同意将平
陆运河近海端钦州湾特定水域划定“相当 A级”航
区。根据《航区划分规则（2021）》对河海交界区航
区的划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同意拟建
中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在钦州湾入海
后，航行在珠江流域符合“相当 A级”航区标准的
内河船舶，最远航行到钦州港东航道三墩船舶修
造基地附近水域、西航道红沙电厂附近水域。

广西海事局二级巡视员廖建峰告诉记者，今
后，从平陆运河驶来的内河船舶可以在“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范围内航行、靠离泊作业，江海联
运将大大节约时间和物流成本，为航运经济发展
带来可观的效益。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
通的大运河，平陆运河的建设和运维过程中将会
遇到诸多新的挑战机遇和困难问题。廖建峰介
绍，平陆运河是广西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西部
陆海新通道、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重
大牵引工程。早日划定钦州湾特定水域“相当 A
级”航区，及时为相关工作提供基础，对加快平
陆运河项目实施，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加快推进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加
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连接的“相当 A 级”航
区，改变了陆海衔接方式，改变了港口的格局，
同时也会对港口的安全管理带来挑战。万吨巨
轮与千吨小船，海船船员和内河船员，两种体系
下的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等均不一样，同台表
演、同台竞技，必定会带来很多新问题、新挑
战、新课题。

“2021 年 11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印
发了《中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党组关于推进海
事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意见》，将海事服务平陆运河
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廖建峰表示，主动融入西部陆
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是广西海事义不容辞的责任。广西
海事局将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指示，积极支
持、配合、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项目有关工作。

“把平陆运河特定水域化为‘相当 A 级’航区的思路，作为
海事促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举措，在全国普查与海洋
连接的内河河口，如长江口、珠江口等有需求、有条件的河口，
统一规划，统一研究，统一划分，形成全国一盘棋的特定水域
划分，使内河船舶可以直接到达海港，使船舶及其货物在陆海
转换的衔接更加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廖建峰
说，进一步研究和推广这一有效做法，将有效发挥海事专业优
势，彰显海事服务的保障职能，在提高水路运输的效率的同时
降低成本，进一步提升水路运输行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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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地图，广西沿海沿江沿
边，连接中南、西南和北部湾，是唯一
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
省区。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具有突出
区位优势的省区，距离入海口却有
854 公里。广西迫切需要开辟出更便
捷的出海水运通道，实现陆海联通，支
撑起广西的快速崛起以及大发展，推
动经济腾飞。

近年来，平陆运河项目得到党中
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
以来，平陆运河的建设更是加快了步
伐，先后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
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十四五”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等。

2022 年 3 月 17 日，经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发展改
革委批复平陆运河项目建议书，项目
正式立项。6 月 30 日，项目建设和运
营主体——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
在广西南宁注册成立。7 月 19 日，广
西壮族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同意建设平
陆运河的决议。7 月 20 日，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平陆运河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
平路运河全长约 135公里，航道等

级为内河 I 级，可通航 5000 吨级船舶；
项目开发任务以发展航运为主，结合
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
等；项目估算总投资 727.3 亿元，其中
静态投资 704.6 亿元，建设工期 54 个
月……

8 月 28 日，在平陆运河工程的建
设动员大会现场，随着与会领导共同
按下开工启动按钮，壮乡人民心中的
百年运河翻开了崭新篇章。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建设动
员大会上指出，平陆运河是优化提升

全国水运网络、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的联网工程，是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
性工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对广西和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建设平陆运河，是广西各族人民
的百年梦想，事关广西乃至西南地区
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事关西部陆海新
通道沿线地方长远发展。”广西壮族自
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自治区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刘宁指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据介绍，平陆运河纵向贯通西江
干流与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将进一
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结构性功

能，大幅提升通道运输能力，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提升区域交通网络系
统韧性和安全性，是高水平共建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重大战略项目。
平陆运河将海洋强国战略延伸到

西江中上游沿岸城市，推动广西及西
南地区更好地实现向海而兴、向海图
强，实现“一带一路”有机衔接，更大
力度、更广范围融入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建设，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以最短距离
开辟西江干流入海新通道，实现广西
5873 公里内河航道网、云贵部分地区
航道与海洋运输直接贯通，极大释放
航运优势和潜力。

广西长洲水利枢纽船闸年通过
量超过长江三峡枢纽，2021 年为 1.5
亿吨，已严重超负荷运营。平陆运
河建成后，将有效缓解西江下游通
航压力，远期与正在研究论证的湘
桂运河衔接，纵向贯通长江、珠江及

北部湾，更好服务西南、中南地区向
南入海直达东盟，为优化提升全国
水运设施网络、构建现代化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发挥基础性作用。

建设平陆运河将充分释放“海”的
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
文章，形成大能力、低成本、广覆盖的
江海联运新通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平陆运河开发为西江中上游地区
发展向海经济、承接珠三角地区产业
转移、大力开发初级产品创造了有利
条件，将有力促进南宁和钦州经济发
展实现战略性突破，带动百色、柳州、
来宾、贵港等市创新开放发展，推动我
国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左右江革
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助力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
新格局。

百年夙愿得以实现

北部湾港集装箱码头。

防城港集装箱堆场。

大船靠泊铁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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