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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珺）近日，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中远海控”）发布公告称，与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
运”）订立上港股份转让协议，同意
购买约 34.76 亿股上港股份（约占公

告日期上港股权的 14.93%），总代价
为人民币 189.44 亿元。

据悉，中远海运拟将其持有的
广 州 港 3.24% 股 份 转 让 给 中 远 海
控，交易价格为 7.79 亿元。中远海
控控股子公司东方海外及中远海

运集运附属公司分别与南通中远
海运川崎、大连中远海运川崎签订
造船协议，以每艘 2.3985 亿美元的
价 格 共 计 订 造 12 艘 24000TEU 甲
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订造船舶
总价为 28.782 亿美元。

□ 通讯员 吴正浩 全媒记者 张亚蓓

绘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画卷
——从“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看新时代交通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交通大国，
正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成
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指明了方向。非凡十年，镌
刻了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
就。

“奇迹号”领航，交通强国风帆
正举：C919 大飞机展翅翱翔，“复兴
号”开上青藏高原，青岛港展示科技
硬核，北盘江大桥傲视群山——党
的二十大召开前夕，“奋进新时代”
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一
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生动视频、一
幅幅图片图表，将加快建设交通强
国的壮丽画卷有力铺展。

600万公里
新时代交通的历史性变革

“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

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
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交通成就
给予充分肯定。

成就展中央综合展区入口，一
艘“奇迹号”帆船格外引人注目。主
帆上，是“中国这十年”的有关数
据。两侧六个帆上，分别代表着科
技强国、制造强国、交通强国、航天
强国、网络强国、海洋强国。其中，

“交通强国”之帆以四组数据，反映
了这十年的交通之变——

铁路营业里程从 9.8 万公里到
15万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从 9.62 万公
里到 16.91万公里；

港口货物吞吐量从 107.76 亿吨
到 155.45亿吨；

民航航线从 2457 条到 4864 条
……

与高耸的强国风帆相对，是“经
济指标金牌榜”。其中，内河航道通
航里程 2021 年底 12.8 万公里，快递
业务量 2021 年对全球市场增长的贡
献率超 50%的表述，标注十年来，综
合交通运输各项指标，均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

强国之帆下，次序播放相关短

视频：新时代最有特色的桥梁、最具
规模的港口、最美丽的“四好农村
路”……通过视频生动呈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桥梁世界领先，世
界排名前十的高桥中，我国占了 8
座；中国港口交通天下，全球港口货
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前 10 名的
港口当中，我国分别占了 8 席和 7
席。

在序厅，《这十年，我们一起走
过》主视频循环播放。画面中呼啸
而过的中欧班列，为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央展区经济建设单元，聚焦
“经济建设奋楫扬帆、谱写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主题，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港珠澳大桥、北盘江大桥、京张
高铁、深中通道等大国工程一一亮
相，勾勒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点
睛之笔。

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中国
高铁、中国机场、中国快递、中欧班
列……一张张靓丽的中国名片，昭
示着新时代交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迈向新征程，交通运输将按照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把联网、补网、
强链作为建设重点，加快构建现代
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照进现实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交
通强国，到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交
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再到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一系列
重大决策，为交通强国擘画了宏伟
蓝图、注入了强大动力。

“奋进新时代”成就展开创性地
在中央展区之外增设地方展区。包
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各地展区，淋漓
尽致展现了交通发展带来的变化。

湖南展区，“京华号盾构机”等
22 项交通要素依次亮相。四川展
区，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川藏
铁路成都至雅安段、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气势不凡。山东展区，青岛港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格外“吸睛”。
重庆展区，轨道交通 2 号线穿行花
海，徜徉绿水青山之间，“李子坝单
轨穿楼”诗意复刻。 （下转第 5 版）

本报讯（全媒
记者 王有哲）近
日，厦门港口管理
局正式印发《厦门
港低碳发展行动
方案》（简称《行动
方案》）。《行动方
案》以全面建设近
零碳港口和低碳
航运体系为远景
目标，是我国港航
领域首个由地方
行业主管部门正
式发布实施的低
碳发展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
厦门港港航低碳
发展取得突破性
进 展 ，能 源 结 构
调整优化取得明
显 进 展 ，能 源 利
用 效 率 大 幅 提
升 ，港 口 生 产 单
位吞吐量二氧化
碳排放和营运船
舶单位换算周转

量二氧化碳排放较 2020 年下降率
分别达到 10%和 5%，为实现港口
板块近零排放和航运板块碳达峰
奠定坚实基础，港航低碳发展水
平优于国家对行业的阶段性要
求 ，并 持 续 保 持 行 业 领 先 。 到
2030 年，港航低碳发展模式基本
形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多元的
新型能源体系基本建立，港口生
产单位吞吐量二氧化碳排放和营
运船舶单位换算周转量二氧化碳
排放较 2020 年下降率分别达到
25%和 12.5%，厦门港港航低碳发
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体现厦
门港低碳发展的亮点和特色，《行
动方案》结合厦门港集装箱装卸
和海上客运的主要特点，选取了 7
项重点行动，包括集装箱码头电
能替代行动、通用散货码头减污
降碳协同行动、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应用行动、集装箱海铁联运提
能增效行动、靠港船舶岸电常态
化应用行动、零碳客运航线试点
示范行动、能源和碳排放智慧管
控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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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出台措施

本报讯（全媒记者 陈珺）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通知提出，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包括“推
进水铁空公多式联运信息共享”“进一步
深化进出口货物‘提前申报’‘两步申报’

‘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改革”等。
通知提出，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

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例如“开展
‘一照多址’改革”“清除招投标和政府
采购领域对外地企业设置的隐性门槛
和壁垒”“推进客货运输电子证照跨区
域互认与核验”等。

在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方
面，提出“分阶段整合相关测绘测量事
项”“开展联合验收‘一口受理’”“进一
步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方式”

“简化实行联合验收的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备案手续”“对已满足使用功能
的单位工程开展单独竣工验收”等。

在优化经常性涉企服务方面，包括
“推行全国车船税缴纳信息联网查询与核
验”“推行企业办事‘一照通办’”“进一步
扩大电子证照、电子签章等应用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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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记者 张亚蓓）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支持贵
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
路 实现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简称《方案》），支持贵
州建设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
区、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试点交
通运输投融资模式创新等。

《方案》在深化交通运输领
域改革、提升交通供给能力、完
善综合交通网络、提升交通运
输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快交通
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等八个方面
提出 25项具体措施。

《方案》明确，支持贵州积极
融入长江经济带，加快乌江航
运扩能工程乌江渡至龚滩三级
航道建设工程、清水江白市至

分水溪航道建设工程；加快推
进乌江思林、沙沱二线 1000 吨
级通航设施，以及龙滩 1000 吨
级通航设施建设；升级改造红
水河现有通航设施；推动望谟
港、播州港、开阳港等港口建
设。巩固提升贵州在西部陆海
新通道中的地位，研究建设重庆
经遵义至贵阳至柳州至广州港、
深圳港、北部湾港等铁路集装箱
大通道。支持广州港、深圳港、
北部湾港在贵州设立无水港。

《方案》提出，鼓励发展集装
箱运输、滚装运输等模式，引导
沿江物资“公转水”。推动港口
码头和船舶岸电设施建设改造，
不断提高岸电使用量。推动新
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船舶发展。

“系统目前运行良好，符合
海事人员的预期，极大提高了
监管效率，希望我们的系统能
够在全国内河封闭水域得到推
广运用。”11 月 1 日，牡丹江海
事局镜泊湖海事处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

近年来，在黑龙江海事局的
领导下，牡丹江海事局坚持科
学引领、统筹谋划，建成了镜泊
湖旅游船舶智能监管系统。自
系统运行以来，不仅解决了镜
泊湖海事监管信息化不足的问
题，更极大提高了牡丹江海事
局 的 水 上 监 管 效 率 和 服 务 水
平，真正实现海事监管“看得
到，喊得到，管得到”。

因地制宜
建设船舶“智慧系统”

镜泊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
高山堰塞湖。作为国家 5A 级风
景区，镜泊湖每年吸引逾百万
的国内外大量游客前往游玩。

“也正因镜泊湖区域面积

大、湖面狭长、沿湖道路崎岖、
山高林密、山区小气候变化莫
测等自然因素，给我们海事执
法人员带来巨大的监管难题。”
镜泊湖海事处负责人说。

据介绍，以前镜泊湖水上监
管仅能靠执法船舶、执法车辆，
执法人员难以实现快速机动，
加之旅游客船航次任务随游客
量波动而变化，航次不固定、单
次航行时间短、停靠灵活、现场
监管流动性强。而海事执法场
所固定、执法人员仅有 6 人，仅
靠水路、陆路巡航难以监管全
覆盖，海事监管人力成本、行政
成本高昂，监管效率低下，监管
效果不佳。传统监管模式已经
不适应镜泊湖水域的水上安全
监管的现实需求，海事监管模
式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为了有效保证镜泊湖水域
旅游船舶的航行安全和游客生
命财产安全，保护镜泊湖水质
不受污染，提高镜泊湖水域船
舶管理信息化水平，2019 年 5
月，在黑龙江海事局的全力支
持下，牡丹江海事局联合多方
团队，耗时 2 个月建成了镜泊湖
旅游船舶智能监管系统。同年
7 月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得到专
家组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基本达到建设预期效果。

（下转第 7 版）

□ 全媒记者 张烨 通讯员 原步超

牡丹江海事：
“智慧海事”让水上监管更智能

11月 2日，“中远海运喜马拉雅”轮顺利靠泊钦州保税港区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这也是北部湾港钦
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首次迎来15万吨级集装箱巨轮。

此次靠泊的“中远海运喜马拉雅”轮载重吨 154520 吨，船长 366 米，船宽 51.2 米，最大装箱量
14566TEU。靠泊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后，该船装载的集装箱将通过全自动化机械有序完成装卸。

龙巍 张植凡/文 蒋瑞卿/图

本报讯（全媒记者 龙巍 张植
凡 通 讯 员 谷 俐 欣 林 黎 阳 段 志
刚）10 月 31 日，广州港南沙港区近
洋码头工程（一期）顺利通过竣工
验收。

该码头建成 2 个汽车滚装泊位
以及 1 个驳船泊位，可靠泊目前全

球最大的滚装船；配套建成的商品
汽车库总建筑面积 14.3 万平方米，
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的
多层商品汽车库，可一次性为 5258
辆商品汽车提供中转和集港服务。

据了解，广州港南沙港区近洋
码头工程总投资 18.5 亿元，规划总

用地面积 82.5 万平方米，分两期建
设。项目投产后，广州港南沙汽车
口岸将形成 7 个万吨级滚装汽车
专 用 泊 位 、1800 米 岸 线 、超 160 万
平方米堆场的汽车滚装码头群，商
品车年通过能力超 200 万辆，成为
全国最大的汽车物流枢纽岛。

广州南沙近洋码头一期竣工验收

中远海控超189亿元收购上港集团相关股权

贵州水运领域
收获政策“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