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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剑飞 陈志奎

6 月 8 日，省政府在镇江举行京
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暨谏壁
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和
建设动员会，标志着打造更具特色的

“水运江苏”建设拉开大幕。
2023 年 3 月，省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充
分发挥江苏海江河湖联动的特色优
势，进一步推动运输结构优化调整，
加快建设覆盖更广、标准更高、联动
更畅、效益更好的现代化水运体系。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联网畅通、达
海通江、优质高效、保障有力”的“两
纵五横”高等级航道网，二级（准二
级）及以上航道里程接近 1100公里，
形成长江干线横穿东西、京杭运河纵
贯南北的“十字形”主轴，实现由水运
大省向水运强省高质量转变。

京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
工程，是《意见》中“加快打造畅通高
效的内河航道网”的最重要任务，其
节点性工程主要包括谏壁一线船闸
扩容改造工程、镇江新丰沪宁铁路桥
改建工程、常州中天钢铁厂区段航道
整治工程、常州天禧桥改建工程、苏
州何山桥段航道整治工程、苏州何山
桥改建工程、苏州长桥改建工程等。

谏壁船闸位于苏南运河入江口
门处，是苏南地区六个通江口门之
一，也是京杭运河苏南段唯一直达长
江船闸，有“江南第一闸”之称。谏壁
船闸现状为双线船闸，一线船闸建于
1982 年，设计船舶通过能力为 4000
万吨，现船舶通过量约 9000 万吨。
二线船闸建于 2003 年，设计船舶通
过能力为 4500 万吨，现船舶通过量
约 1亿吨。多年来，谏壁船闸货物通
过量在苏南地区六个通江口门中稳
居首位，2022年货物通过量为1.18亿
吨，船舶通过量为2.0亿吨，长期处于
超负荷运行状态，通航保障压力较
大。

为确保谏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
工程如期开工，省交通运输厅在主题
教育中组织开展“到一线去”专项行
动，组织项目攻坚突击队，深入项目
前期工作一线，查找开工难点、研究
破解办法、实施项目攻坚。

“谏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充分考
虑结合京杭运河江苏段船舶大型化
发展趋势、船闸船舶通过能力与预测
水平年内船舶通过量的匹配性，经国
内知名专家、业内资深从业者专题论
证，确定谏壁一线船闸按照370×34×
6（米）的规模进行扩容改建。”省交通
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陈胜
武介绍，建成后的谏壁一线船闸将成
为“世界内河最大单梯级船闸”，进一
步提升京杭运河通航效率，有力促进
国家南北向跨流域水运大通道的高
效畅通；进一步释放水运综合效益，
有力支撑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和转型
升级发展。

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
苏”是一项系统工程。省交通运输厅
主要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二
级航道为主体、三级航道为支撑的原
则，加快制定出台全省二级航道网、
支线航道网规划，规划新增二级航道
里程 1000 公里以上；将全面加快重
点项目前期工作，特别是京杭运河苏

南段“三改二”工程，紧扣关键段落，
细化落实责任，争取 2024 年开工建
设镇江新丰沪宁铁路桥改建、常州中
天钢铁厂区段航道整治和天禧桥改
建、苏州何山桥改建以及京杭运河苏
南段全线航道疏浚工程；将加快推进
京杭运河绿色现代航运、宿连航道等
在建项目，尽快完成丹金溧漕河、锡
澄运河等遗留项目竣工验收，争取早
日建成、早日见效。

京杭运河苏南段“三改二”工程
是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重点
标志性项目。到 2025 年，京杭运河
苏南段航道“三改二”工程完工后，京
杭运河苏南段达到准二级，加之京杭
运河苏北段全线二级航道，届时将实
现 2000吨级船舶全天候畅行京杭运
河江苏段。

无论从船型的大型化还是货运
量增长的需要出发，谏壁船闸的扩容
改造对周边企业来说都是一件好
事。谏壁船闸是附近的孟家港集散
货源重要通道。孟家港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孟家港已经与苏南几家水泥
厂及电厂达成合作意向，以金丰水泥
为例，每天的进出货物量达十多万
吨，其中每天有五万多吨主要原料通
过谏壁船闸运往苏南。小于 1500吨
的船型已经不适应孟家港的生产需
要，谏壁船闸扩容改造后，能满足
2000吨船舶通行，对港口发展是重大
利好。

船民对此也满怀期待，经常在京
杭运河苏南段跑船的金二航 196 号
船主说：“大船相对来说更有竞争优
势，京杭运河苏南段扩容改造，对我
们来说是新的发展机遇，我已经有了
换大船的计划。”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水运江
苏”建设，随着长江江苏段 12.5米深
水航道全面建成，京杭运河、连申线
苏北段、淮河出海航道（红山头－京
杭运河段）、盐河等 10条通江航道基
本建成达标，千吨级航道连通 85%县
级及以上节点。连云港港 30万吨级
航道全面建成，40万吨矿石码头开工
建设。苏州港太仓港区集装箱四期
等建成投用，目前，全省港口集装箱
通过能力达到 1898 万标箱，较 2020
年新增361万标箱。

“以港口为节点的多式联运体系
建设成效显著，全省货物运输结构明
显优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共开行 116条稳定运行的多
式联运线路，向东形成衔接国际近远
洋航线的海向多式联运网络，向西形
成直达中西部主要城市、长江中上游
港口、衔接中欧班列的陆向多式联运
网络。

今年全省内河干线航道建设项
目共计24个，涉及航道里程计547公
里，计划投资60亿元。围绕年度计划
和工作目标，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的要求，当前，所有航道工程建设有序
推进。

“1-5 月，全省完成港航建设投
资 104.8亿元，同比增长 10.4%，完成
年度计划的 57.6%。其中，港口建设
项目完成投资 77.7 亿元，同比增长
0.9%，完成年度计划的63.7%；航道建
设 完 成 投 资 2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3.6%，完成年度计划的45.3%。”省交
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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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连宿高速公路沭阳至宿豫段施工（6月6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江苏省有序推进多条新建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打通国家高速大动脉，

畅通省级高速“毛细血管”。截至2022年底，江苏高速公路里程达到5087公里。
新华社发

本报讯（刘政 朱婕）近日，我市发放
政府采购首笔数字人民币支付专家评审
费，当天参与评标的 4名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成功领取评审费用。

根据省政务办印发《关于在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的工作方
案》要求，市政务办联合市财政局、市人行
及相关合作银行召开多次协调会，研究制
定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数字人民币应用推
广方案，积极探讨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市政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
共梳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资金收付场景16
个，计划分三阶段逐步落地数字人民币应
用。“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以数字人民币形
式发放，一方面体现了我市积极贯彻落实国
家、省、市推广数字人民币政策行动，提高政
府采购领域的资金安全管理效率和水平；另
一方面也提升了评审专家的体验感和获得
感，让评审专家在操作上更轻松，体验上更
便捷，持续助力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优化。”

我市发放首笔
政府采购数字人民币评审专家费

本报讯（记者 陈志奎）6月 8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徐曙海与江苏海事局党组书
记、局长朱汝明举行工作会谈，并共同启
动镇江港航一体化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徐曙海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苏海事
局给予镇江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当前，镇江正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首要任务，加快推进沿江经济转型升级、
港口岸线高效利用、海工船舶产业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镇江答卷。希望
江苏海事局持续优化通航环境，协助推动
镇江港口岸线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助力镇
江港口航运效能进一步提高，在交通港航
保障上强化“海事护航”；更好融入和促进
镇江船舶海工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支持镇
江增强江海河联运能力，共同打造散杂货
中转联运中心，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在
产业能级提升上提供“海事支撑”；将更多
创新试点项目放在镇江，推进跨区域跨部
门运输船舶综合监管试点，支持镇江打造
航运“数字孪生平台”，在创新实践试点上
打造“海事样板”。

朱汝明表示，长期以来，镇江市委、市
政府对海事工作高度关心，双方携手在服
务港航经济发展、支持绿色港口航运、水

上交通安全治理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江苏海事局愿与镇江深化互信互通，将镇
江港打造成散杂货江河海中转联运中心
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内外贸物资江海转运
的重要口岸，共同推进镇江港航经济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携手做优做强港航一体
化信息系统，完善跨区域、跨行业信用管
理体系建设，共同持续提升水上交通本质
安全水平；落实长江大保护要求，完善船
舶污染防治制度体系，共同深化长江经济
带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和港
产关联度高的企业向临港集聚，共同促进
港航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会人员现场观看了镇江港航一体
化信息系统暨一体化交通组织体系演
示。据介绍，镇江港航一体化信息系统集
港口生产、船舶服务、海事管理等功能于
一体，全面接入长江镇江段43家码头调度
作业信息、12处船舶锚泊水域信息、苏南
苏北船闸、镇江交通港航和引航等数据信
息，实现港口资源全要素集成、港航调度
全港口协同、交通组织全过程高效、应急
处置全时段响应。

江苏海事局副局长李宏兵，副市长王
文生，市政府秘书长马国进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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