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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宜居城市兴：文化赋能可持续发展

落实“双碳”要求，加强低碳建
设。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减排等四
对关系，坚持先“低碳”再“零碳”的
路径，通过业态转型升级、用能结
构调整、节能技改等措施，示范打
造“近零碳”船闸、试点打造降碳

“领跑”港口。同时继续推广使用
岸电，通过对 LNG船舶优先放行、
开放畅达优先过闸服务，鼓励引导

船舶使用绿色能源，促进降能减
排，力争实现十四五期间水运行业
碳排放“增速”下降。

突显地域特色，加快文化融
合。我们将继续对接全市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通过文化辐射、文旅
融合、产业转型，加快运河和城市
的融合发展结合，做好“文化点
睛”。增设文化小品，赋予文化底

蕴，打造好江河交汇、秦凿旧迹、林
开新驿等“运河文化十景”，让古今
运河历史变迁与流传千年的文化
故事交相呼应，让运河文化更“亲
水”“亲民”，让老百姓共享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成果，让港航工程为城
市发展赋能添彩。

（朱浩 姚晶晶 汪沁霖）

奔腾不息水运兴：加快现代化水运体系建设

发展内河集装箱运输。推动
丹阳陵口集装箱码头建成达产，实
现内河集装箱“0”的突破，引导内
河集装箱向沿江集并，打造大港港
区集装箱集运中心。对重点航线
的集装箱运输船舶开通“绿色通
道”，给予减免过闸费、优先过闸。

打造特色多式联运体系。以
镇江“四群八链”主导产业需求为

导向，扩大运河中转航线的辐射范
围，加强与主流江海港及航运公司
合作，研究集装箱发展扶持政策，
开辟并稳定运行镇江至沿海的内
贸干线，逐步构建畅通高效的“近
洋航线+外贸内支线+内贸干线+长
江支线+运河中转航线”集装箱物
流大通道。

构建运力优化服务体系。重点

从物流、航运、口岸服务及港口一体
化运营等方面提高物流服务水平，
延伸物流产业链，提升港口对地方
经济贡献度。加快全程物流、基地
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物流新业态发
展，大力发展航运金融、信息、法律、
咨询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探索制定
区域干散货交易价格指数，形成区
域性航运配套服务中心。

扬帆竞发通未来：全力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

标准引领全局，奠定可持续化
基础。我们围绕“规模影响、枢纽
功能、服务品质、绿色安全”制定

《镇江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推动企业由主要追求吞吐量增长
向着力提升质量和效益转变；围绕
清洁用能体系构建、资源节约循环
利用等方面细化要求，探索制定

《镇江港干散货码头生态建设指
南》，为港口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优化功能结构，提升专业化大
型化。以推动重大港口项目建设
落地为路径，扩大港口功能和结
构，构建物流大枢纽、粮食大通道、
能源大动脉。推进镇江港务集团
15万吨级码头改扩建工程及时启

动，推进华和 7万吨级粮食码头开
工建设，加快启动建华科创园 5万
吨级配套码头工程，推动孟家港电
煤码头投产运营，发挥效益。

港城融合发展，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坚持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
驱动、融合发展的战略路径。优化

“前港后市”的功能布局，打造集仓
储、加工、金融等服务于一体的大
宗散货临港综合物流基地；大力发
展新基建、新能源等临港新兴产
业，加快形成现代物流业与先进制
造业齐头并进互补融合的良好态
势；加快发展港航服务业，增强吸
引力，形成企业成群、产业成链、要
素成市的集聚功能，打造航运要素

集聚中心和口岸服务中心。
综合整治评估，岸线资源集约

利用。岸线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去
“粗”取“精”，持续推进港口岸线
“米均论英雄”改革。因地制宜开
展岸线资源利用评估，有序有力推
进码头整合；综合运用行政、经济
等方式，引导改扩建、升等改造，提
升港口岸线资源利用效能；创新码
头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新模式，探
索建立港口岸线准入标准与退出
机制，推行新增港口岸线利用项目
准入评价；对安全、环保不达标的
码头，坚决推进岸线退出。

航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航拍京杭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航拍谏壁船闸航拍谏壁船闸

问：我市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区位优势突出，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
的水运概况。

答：当前镇江的水运概况可
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
江河交汇，水运“镇”好。

镇江的地理区位得天独厚，
水运发达，十三个省市的江海河
物资联运往来于此，自古就是大
江南北舟楫往来之要冲，素有

“九省通衢”“漕运咽喉”之称。
位于长江和京杭运河黄金十字交

汇处的谏壁船闸是苏南运河唯一
直达通江的大型复线船闸，常年
货物通过量过亿吨，被誉为“江
南第一闸”。

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镇江
港成为全国重点江海河联运枢纽
港口之一，5万吨级船舶可常年通
航，15 万吨级船舶可减载靠泊。
已形成“一港七区”的港口布局，

共建有码头泊位 176个。沿江集
聚了 2个国家级、2个省级经开区
和1个国家级保税区，集中了全市
75%以上的经济总量和 80%以上
的外资企业，逐步形成绵延 40多
公里的沿江产业带，涉水经济成
为拉动镇江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问：您刚才介绍了我市的地理位置和水运优势，能不能请您再谈一谈近几年我市水运
取得的成果？

答：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水
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经
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
国”等重要指示。镇江处于长江经
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宁镇扬一体
化等国家重大战略叠加区，在构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区位
优势更加凸显。

品质港航驶入崭新赛道。苏
南运河镇江段“四改三”和丹金溧
漕河“五改三”航道整治工程顺利
交工通航，在全省苏南地区率先建
成高等级水运网。长江 12.5米深
水航道贯通，镇江港成为 15万吨
开普船减载进江的最远目的港。

“十三五”以来全港新建成万吨级
以上泊位 15个，万吨级以上泊位
达到 58个，“江海河联运”的大水
运格局逐步呈现。

高效港航释放澎湃动能。率

先在全省推行“一站式”过闸，缩短
船舶过闸时间20%，谏壁船闸船舶
通过量和货物通过量连续 6年双
破亿。我们启动港口发展共同体
共建活动，围绕港口高质量发展指
标、绿色港航、智慧港航、校企合
作、银企合作五个专项，主动为港
口产业集聚融合牵线搭桥。

智慧港航照亮水运航道。我
们以数字化、智慧化为引领，京杭
运河镇江段率先在全省实现5G全
覆盖，航道感知项目进入试运行，
运调监测系统在船闸试点，率先应
用多功能船舶巡航，水上ETC使用
率达 99%以上。我们依托港务集
团打造传统散杂货码头智能化升
级典范，实现港口“管理数字化、生
产智能化、服务一体化”。

绿色港航跃动自然之美。率
先在全省采用生态航道挡墙，建成

运河丹阳城区段亲水临河的景观
带，近3年新增港区绿化面积55万
平方米，启用省内首个运河船舶生
活污水免费处理站，率先实现船舶
污染物接收固定和流动设施全覆
盖，建成全省首座岸基LNG加注站
及接收站。2020年，长江经济带船
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现场会在镇江
召开，“镇江经验”全国推广。

文化港航奏响和谐乐章。我
们接轨全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举
办运河文化沙龙，聘请知名专家作
为顾问，挖掘运河文化，讲好水运
故事。我们主动联合运河沿线乡
镇，结合地方需求，在陵口、吕城、
辛丰等运河集镇段打造市民休闲
公园。到今年底，成林成排的绿化
和一个个精心打造的文化小品串
珠成线，将构成运河岸边独特的文
化景观风景线。

谏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打造
世界内河航运之窗。我们将谏壁
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作为 2023
年首要大事列入年度重点工作，
明确以高站位、高标准把扩容改
造工程连同智慧船闸、低碳船闸
打造成样板项目为工作目标，在
完成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将
于 6 月 8 日正式启动。该工程作
为京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
先导示范工程，是省政府 2023年
度十大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之
一，也是加快打造更具特色“水运
江苏”的重点项目，它的启动，吹
响了苏南“水运江苏”建设的号
角。改造后的谏壁一线船闸将成
为世界最大的内河单级船闸，最
大 年 船 舶 通 过 能 力 可 达 2.5 亿
吨。我们将以此次扩容改造为契
机，深化智慧、零碳船闸研究，探
索“少人值守、无人操作”自动化

船闸建设，以一流的设施、一流的
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努力打造国
内航运标杆、世界内河航运之窗。

内河航道规划升级为江河联
通注入动力。为进一步完善镇江
市航道规划布局，更好服务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层面，我们将根据“三
改二”要求，进行航道疏浚，增加通
航水深到 4 米，达到二级航道标
准。同时加快完成支线航道定级
研究，努力构建“两纵、三横、四达、
五联”的市域航道网，实现短支航
道“最后一公里”运输作用。支线
航道规划调整后，三级航道占比将
会显著提升，既减轻市干线航道与
地方发展的矛盾，更优化了干线航
道沟通服务长江经济带地区和沿
江港口的能力。同时，仍保留大量
七级、等外级航道，充分发挥河道
综合利用开发的最大价值，基本形
成省、市、县贯通，通江达海的航道

网。到 2025年底，京杭运河苏南
段全线升级之后，江苏境内 687公
里运河航道将历史性地实现跨江
联运，形成长江干线横穿东西、京
杭运河纵贯南北的“十字形”准二
级以上航道主轴，京杭运河江苏段
全线畅行2000吨级船舶。

绿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为转
型发展提供着力点。京杭运河绿
色现代航运综合整治工程全省已
于 2021年启动部分先导项目，计
划于2024年10月全面完成。镇江
港航以此为契机，将发展着力点转
移到港口航道绿色智慧、协调发
展、公共服务不断提升上来。加快
完善航道护岸、管理与维护设施、
助航设施以及跨河桥梁等工程。
下一步，镇江港航将深化航道沿
线5G网络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5G应用新场景、新模式，加快
航道感知网建设。

黄金水道育新机：科学谋划航闸建设提档升级

问：站在您的角度，谈一谈《意见》的出台对我市港航的发展都有哪些作用？我市港航
在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方面有哪些思考和举措？

答：《意见》的出台把水运复兴
的步伐跨到了水运快速发展的赛
道上。它的落地实施，有利于镇江
进一步放大“江河交汇”水运优势，

全力推动镇江港由“大”变“强”，加
速镇江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加
快江海河联运、港产城融合，优化
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为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镇江新实践贡献水
运力量。接下来，我们主要围绕以
下几个重点开展工作：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交通运输、水运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发挥江苏水运优势，2023年3月，省政府

出台了《关于加快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的意见》。

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路口，自

古以来都是重要的水运枢纽城市，《意见》实施后，我市将

如何为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贡献港航力量呢？

日前，《镇江日报》邀请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李俊，结合我市水运建设规划部署以及《意见》中

涉及我市的工程项目，畅谈如何把握时机，加快推进港航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