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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 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明确《贵州省乌江保
护条例》（简称《条例》）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乌江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港口岸电设施和船舶受电设施建设和改
造计划，并组织实施”“鼓励从事水上旅游、
水上体育以及载运 500吨以下的船舶使用清
洁能源”……众多关于乌江航运绿色发展的
内容在《条例》中得到体现。

千里奔腾，厚泽两岸。不仅是推进乌江
航运绿色发展，长期以来，贵州省交通运输
部门不遗余力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打响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水运发展厚植生态基因，澎湃绿色动能。

近年来，《贵州省船舶和港口污染突出
问题整治实施方案》《贵州省“十四五”长江
经济带船舶和港口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相继
出台，为强化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工作绘出
了“路线图”。贵州省交通部门由此制定了
月度调度长效机制，并积极争取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2065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港口船舶污染防治工作。此外，
编制了《贵州省船舶和港口污染物接收设施
建设参考方案》和《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航道整治突出问题整改实施方案》，确保
污染防治各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以前都是把生活垃圾打包带上岸，不
仅有遗漏，带上岸后也不知如何处理。现
在，通过垃圾回收系统集中回收，简单又方
便。”在遵义市播州区尚嵇镇乌江楠木渡码
头，“大乌江 6 号”船长黄达林在“船 E 行”小
程序进行登记和移交后，就将船舶垃圾顺利
投放至码头的固体垃圾分类接收站。

播州区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文星告诉记者，2017 年以来，楠木渡为每
艘游船都配备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桶、油污
水存储柜、生活污水存储柜、生活污水打包
器等设施，并在码头配备污染物接收点。今
年，播州区通过争取上级资金 80 余万元，顺
利将楠木渡码头打造为绿色码头，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太阳能路灯等设施一应俱全。

不仅在遵义播州，根据统计，“十三五”
期间，贵州全省已有 347 艘生活污水排放不
达标船舶完成改造，完成率 100%；同时完成
鲢鱼溪码头、巴结码头等 22个码头岸电设施
建设和改造工作，切实做到船岸有效衔接，
提高船舶靠港岸电使用率；同时每年还安排
水运发展资金 500万元用于水上油污清污作
业，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再筑一道绿色屏障。

号角催征，激荡着奋进的力量；旌旗猎
猎，鼓舞着追梦的步伐。当前，贵州水运正
迎来“黄金机遇期”，贵州水运人表示，将锚
定水运高质量发展目标，用铿锵的步伐迈入
水运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大山苍苍，江水泱泱。凝望贵州省
地图，峻秀的苗岭横贯东西，将贵州河
流八大水系分别归入长江和珠江两大流
域 的 怀 抱 。 秀 美 之 乌 江 、蜿 蜒 之 赤 水
河、奔腾之南盘江……在贵州，4697 条河
流穿山越岭 、纵横交织，得天独厚的水

运资源为支撑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
力量。

2022 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贵
州 在 新 时 代 西 部 大 开 发 上 闯 新 路 的 意
见》（简称《意见》）（国发〔2022〕2 号），明
确提出要打通北上长江、南下珠江的水

运通道，全力推进贵州内外开放。这为
贵州阔步迈入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的新
征程进一步提振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贵州水运人永葆“闯”的劲
头、“韧”的意志、“实”的作风，积极学习
贯彻上述《意见》精神，以党建为引领，

在港口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临江产业发
展 、水运生态环保 、行政执法监督等多
个方面齐发力，为奋力开启贵州水运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蓄势能 、增动能 、提效
能，绘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水运
画卷。

鲜艳的非洲菊铺满花圃，肥硕的鱼儿在池塘跳
跃，村集体鼓起了“钱袋子”，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这是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邵家桥镇大面山村
呈现的繁荣景象。而在 2020 年 6 月以前，大面山村
曾面临产业瓶颈和债务风险。

可喜的变化从 2020 年 6 月，大面山村成为乌江
流域基层党建联建共创试点村后开始产生。联建
单位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铜仁市交通运输局与
思南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协调为该村修建产业路、排
洪渠，提供了产业发展渠道，化解了债务危机，加强
了阵地建设。在乌江流域，像大面山村这样因基层
党建联建共创试点工作受益的村寨还有很多。

2020 年以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与铜仁市
委携手实施乌江流域基层党建联建共创，在乌江沿
岸思南、德江、沿河、石阡四个县精选 16 个村（社
区）开展试点，按照“1村支部+1县支部+1市支部+1
省支部”五级联动模式进行结对，涵盖地方政府、组
织人事、交通、水利、林业、生态、农业、文旅、媒体、
医院、发电能源水运企业等领域 65 个党支部，支部
共建以开展“5+X”活动为载体，奋力打造“千里乌
江党旗红·碧水蓝天炼丹心”党建品牌，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截至目前，联建单位已召开联席会议 3次，开展
党建联建活动 199 次，开展产业指导和技术培训 38
次，直接支持试点村（社区）建设资金 478.906 万元，
工作经费 46.6 万元，协调项目资金 852.4 万元，为群
众办实事 58件，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34次。

铜仁市思南县还进一步深化拓展乌江流域基
层党建联建共创试点工作，以“一江清流”为目标，
以构建“三色走廊”（致力组织提质，构建“红色走
廊”；致力产业增效，构建“金色走廊”；致力生态创
优，构建“绿色走廊”）为抓手，不断深化党建联建工
作内涵。

“试点建设的目的是通过‘千里乌江党旗红·碧
水蓝天炼丹心’党建品牌建设，借助乌江黄金航道
复航新契机，让乌江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乌
江流域基层党建联建共创试点联席会议办公室工
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借助复航的乌江航道，以党建联建项目
建设为配套，一条新的水路产业链正在形成。项目
计划投资 3.06 亿元，目前已开工新建德江新滩客运
码头和沿河思渠客运码头，建成思南港邵家桥港区
一期工程，直接带动沿江钢架结构加工、船舶维修、
船上设备生产加工等行业复苏，间接带动沿线村
寨、企业经济发展。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是西部
水运较为发达的地区，畅通北上长
江、南下珠江的水运大通道，积极融
入区域发展，既是国家战略要求，也
是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要。

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
蹄。乘着系列政策利好的浩荡春风，
贵州省印发了《贵州省水运体系发展
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提出

“十四五”期间重点用好现有乌江 500
吨级通道，实现货运量 240 万吨以
上，现有构皮滩、思林、沙沱通航设施
设计通过能力达到饱和状态。到
2035年，全面畅通“北入长江，南下珠
江”水运大通道，全省三级航道突破
1000 公里，港口吞吐能力达 5000 万
吨，船舶运力达 80 万吨以上，水路货
物运输量达 3000 万吨、周转量达 200
亿吨公里以上，周转量在综合运输中
占比达 5%左右，基本适应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资金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保
障。据介绍，2023 年贵州省拟用于水
运体系建设的资金共计 5 亿元。将
在航道挖潜、港口建设、船舶建造、临
港经济发展等方面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

航道提等扩能，确保船畅其行。
近年来，贵州各级交通运输部门

不遗余力推进航道建设“补短板”“强
基础”：2014年，乌江渡以下四级高等
级航道建成，2016年，思林、沙沱水电
枢纽 500 吨级通航设施相继建成；
2018 年，构皮滩水电站通航设施工程
建成，贵州“一船出省，北入长江”的
梦想再度实现；如今，贵州乌江渡至
重庆涪陵段航道 500吨级船舶可顺流
直下。

为进一步推进重点水运通道提
等扩能，《行动方案》提出，要加快推
进乌江沙沱、构皮滩库区尾水段碍航
滩险进行航道整治，确保 2023年底前
完成整治工作；积极协调广西加快龙
滩水电站 1000 吨级通航设施工程工
可批复，力争 2023 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抓紧推进乌江三级航道工程，力
争 2023年开工建设；协调重庆加快整
治银盘水电站坝下 40 公里天然航道

整治，加快推进彭水、沙沱二线 1000
吨级通航设施相关工作等。

加快港口建设，推动货畅其流。
2021 年 11 月 16 日，贵阳港开阳

港区北上长江首航仪式成功举行，乌
江‘黄金水道’实现全线大规模复航；
2022 年 6 月 29 日，贵州省首个投入运
营的“港口园区化”项目——思南港
邵家桥港区正式开港，标志着乌江航
运迈入常态化和稳定化发展新阶段。

《行动方案》对未来贵州港口和
航运物流发展作出重要规划：在余庆
沙湾、开阳洛旺河、播州楠木渡、德江
共和等码头配置装卸设施，提高货物
装卸效率；建成思南港邵家桥港区一
期工程，新增港口吞吐能力 150 万
吨；加快推进瓮安港云中港区、石阡
港葛闪渡港区、涪陵贵州中转基地等
项目前期工作，力争 2023年上半年开
工建设。

加快船舶建造，加大运力投放。
2021 年，贵州沿河乌江轮船有限

公司投资 4700 万元完成 13 艘 500 吨
级货船建造，2022 年又投资 2 亿元完
成 50 艘 500 吨级船舶的建造工作。

“水运繁荣可有效带动沿江形成相关
产业经济带，航运运力越大，带动产
业发展的力量就越大。”贵州省航电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齐表示。
根据《行动方案》，贵州省将加快

船舶建造进度，在 110 艘 500 吨级货
船基础上再新增 50 艘达到 160 艘，运
力突破 8 万吨。同时强化货源组织，
重点对乌江流域及重庆至万州区域
内大中型企业的物流信息进行调研，
积极寻求货运新合同，强化货物统
调。

发展临江产业，实现港城共兴。
码头提级改造建设、打造千吨级

航运港口、聚焦旅游产业打造旅游码
头……伴随着乌江水运复苏，位于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思渠古镇搭上文
旅融合的快车，变身为乌江特色旅游
小镇。

依托水运发展临江产业，是未来
贵州水运发展的重要方向。贵州省
将依托水运通道，结合沿岸红色文
化、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加快推进
铜仁锦江、荔波樟江、清水江下司至
龙里等航旅工程，打造乌江、红水河
等一批特色精品旅游线路，推动“航
运＋旅游”融合发展。同时，以港口
码头为核心辐射周边基础设施建设、
石材开发、磷化工、铝化工产业发展，
引导货源向港口物流园区集聚发展，
让港口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金牌合
伙人”。

百舸争流见证航运发展，也同步
带来了更加艰巨的水上安全监管压
力，而防风险、保安全正是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贵州水运人坚持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守“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加强执
法监管，压实安全责任，切实为全域
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水上交通运输环
境。

“向制度规范要安全，用责任落
实保安全，通过专项整治提升本质安
全。”贵州水运立定目标，分类施策，
用三项手段巩固辖区水上安全形势。

完善制度规范，把好安全保障
关。近年来，贵州交通运输部门积极
构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防控体系，抓住企业、船舶、船员管
理薄弱环节，出台水运“五条军规”

“八条铁律”“二十不准”，建立完善水

路旅客运输实名登记、重点时段全程
跟船、船舶签单发航、船舶开航前自
查、船舶违法违章停航、乘客乘船举
报、“红白喜事”双报备、船员安全航
行承诺等制度，从制度上堵塞安全漏
洞，形成以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
安全管理环境。

强化责任落实，精准施策除“病
灶”。贵州交通运输部门建立完善水
上安全各层级安全生产权责清单，督
促指导各市（州）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机构、船舶企业共同落实好水上交通
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认真查
找所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
生产漏洞，规范执法程序，严格监管
责任，对违法行为形成高压态势和震
慑，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和隐
患。

专项整治有力，集中攻坚成效

显。近年来，贵州交通运输部门积极
开展了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印发了《水上交通本质安全提
升行动实施方案》等，构建水上交通
基础数据档案、加快信息化设施建
设、加大水上应急救援设施装备建
设、大力实施渡改路工程……系列举
措扎实推进，夯实了安全根基。

2022年 6月 16日，在全国第 21个
“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当日，铜仁
市、碧江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联合开
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进马岩小学校
园宣讲活动。加强安全宣讲、对涉学
生船舶进行跟船护航等行动，是贵州
水运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要举措。此外，他们长期强
化对重点时段、重点航道、重点船舶、
重点水域的监管，全力确保全省水上
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浪奔潮涌奋楫行 风劲扬帆正当时
——贵州水运奋力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完善基建保障 释放黄金水道潜能释放黄金水道潜能释放黄金水道潜能

加强执法监管 营造水上安全稳定环境营造水上安全稳定环境营造水上安全稳定环境

聚焦防污治污

守护一江碧水东流守护一江碧水东流守护一江碧水东流

强化党建引领

促水运共建共治共享促水运共建共治共享促水运共建共治共享

贵州省“港口园区化”示范项目——思南港邵
家桥港区。

乌江百里画廊——航旅融合新典范。

货船在乌江上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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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复航“运来”一座世界级大桥——万吨级
钢拱梁通过水运从长江运达德余高速公路乌江大
桥建设工地，并进行水上吊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