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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位于浙江舟山的增洲造
船厂内，一个“大家伙”正在做着最后
的“装扮”，准备去履行新的使命。“它
叫‘江海直达1号’，我国首次采用江海
直达规范制造出来的散货船，彻底改变
了以前海船跑不进江、江船只能到江海
口的缺陷。”浙江增洲造船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李旦指着这个“大家伙”对记者
说：“今年3月份，它就要正式投入运营
了，同样具备江海直达功能的集装箱
船、液货船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其工
作中的‘小伙伴’。”

因岛而名、因港而兴的浙江舟山，
处在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的
交汇点上，“江海直达1号”的建造只是
其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
廊的一个切入点。实际上，江海联运、
铁水联运、公水联运在实践中的探索，
都在拓展着长江的“宽度”。

江海联运 畅达一路

“长江经济带要想发展，首先必须
打造物流的经济带。换句话说，得把物
流串起来，这样才能推动整个区域建设
的关联性。”在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舟山市副市长许小月看来，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设立就是利用
舟山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解决江出海
和海进江的问题，把整个长江沿线从上
游的重庆、中游的武汉、下游的南京等
串联起来。

不负所望，借助江海联运服务中
心这个平台，舟山市加强了与沿江重
要节点港口对接，加快了大宗散货沿
江战略布局，与武汉联运交易所、马
钢 集 团 、 长 航 滚 装 等 签 订 了 合 作 协
议；与武汉新港委、武汉港发投下属
华航公司、武汉理工学院就江海联运
集装箱项目开展协商对接；与重庆港
务集团达成铁矿石、集装箱、冷链等

江海联运运输合作……长江黄金水道
的“含金量”不断提升。

如今，点开舟山江海联运公共信息
平台可以看到，从“海上”来的货物正
在长江流域快速地“游动”。从老塘山
三期 2 万吨级卸船扩建码头出发、装载
着将近 1.5 万吨黄豆的“润广 3 号”散
货船，于 1 月 22 日 11 点离港，向着江
苏泰州开去；在宝钢马迹山港区二期 5
万吨级装船 5 号泊位“吃”下 2.5 万吨
铁矿石的“宝航 18 号”散货船，也挺
着大大的“肚子”，从 1月 21日 10点开
始，驶向了目的港南京……数据显示，
2017年，长江江海联运量预计达到14.1
亿 吨 ， 约 占 长 江 干 线 货 物 通 过 量 的
56%。

当然，江海联运这件事儿还有潜力
可挖，2 万吨级的大家伙——“江海直
达1号”就是其中的一个潜力点。“长江
内河运船吨位一般在 1 万吨以下，船底
平、吃水浅，进海后不够稳定；海船又
因为桥梁设计、吃水较深的原因进不了
江。这就意味着，运输时要经过两次装
卸，不仅耗时，货物还会有损耗。江海
直达船则只用装卸一次，运输效率大大
提升，物流成本也降了下来，1 吨能省
下二三十元。”浙江省舟山市港航管理
局副局长锁旭东算的账说明，江海联运

的畅达程度值得期待。

海陆联动 再深一度

2009年 12月 25日，舟山跨海大桥
在这天全线通车，舟山自此一路向西，
与大陆“接壤”，结束了孤悬海上的历
史。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城市展示馆中的
巨幅照片，将岑港、响礁门、桃夭门、
西堠门和金塘 5 座跨海大桥“集纳”于
一处，透着说不尽的气势恢宏。

如今，东海之滨，一个个墩身在海
面矗立，又一条“海上通途”——宁波
舟山港主通道，正徐徐铺开。主通道的
起点在富翅岛，连接现有的甬舟高速，
富翅门大桥在横跨富翅门水道后，与岑
港涨次村南侧相连，而后一路向北穿过
舟山本岛再次入海，岱山跨海大桥牵起
了舟山本岛和岱山岛的“手”，最后通
过鱼山大桥到达鱼山岛。“这其中的每
一座大桥，都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
浙江省舟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於
树波感慨地说。

计划于今年底完成主体工程施工、
明年 6 月份建成通车的富翅门大桥，将
有效分流甬舟高速的流量，让海陆联动
再深一度，目前雏形已现；预计 2021
年建成通车的岱山跨海大桥是岱山人的

“圆梦使者”，以往岱山人每年总有将近
50天会被风浪、大雾等困在岛上，逢年
过节在轮渡码头排长龙更是家常便饭，
岱山跨海大桥建设改变这样的状况；鱼
山大桥是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的一条
支线，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将成为舟
山国际绿色石化基地对外连接的唯一陆
上通道。

有专家指出，主通道建设将极大优
化宁波舟山港与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之间
的陆路交通运输体系，使舟山从交通末
端变成交通枢纽，对进一步改善舟山群
岛新区区位条件，带动江海联运核心港
区建设与重大产业配套，推进宁波舟山
港一体化，实现港口联动、港城联动和
陆海统筹，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远期来看，这是一条更长的“抛
物线”：从宁波舟山港主通道向北，连
接洋山，最终接轨上海。届时，上海港
和宁波舟山港区连为一体，形成长三角
地区东部沿海环形的集疏运公路网络，
让长江流域的市场辐射范围更加广阔。

双向开放 更进一步

“龙头”舟山的一系列动作，长江沿
线心有灵犀。黄石新港多式铁水联运贯
通，公、铁、水基础设施无缝衔接得以实
现，港口辐射能力从一般意义上的 100
公里左右沿着铁路线拓展到 1000 公里
以上；“中远海运号”集装箱货运班列满
载货物，从阳逻港铁水联运一期工程场
站驶出，全程运输时间较传统全水路模
式缩短7天左右。当下，通过构建完善的
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发展铁水、公
水、江海联运，成了热点，更是焦点。

多式联运究竟好在哪儿？这还得从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副局长闻新
祥的“账本”中找答案。据闻新祥说，
在运能方面，一艘 5000 吨级船舶相当
于 100 辆汽车、100 节铁路车皮的运
量，若是算总账，长江干线年货运量相
当于全国铁路年货运量的70%左右；在
成本方面，水运每吨公里只有 1 分 5 厘
左右，铁路是将近 0.3 元，公路最高要
到1.1元。“也就是说，吨公里水运的价
格是分分钱，铁路的价格是角角钱，公
路 的 价 格 是 元 元 钱 ， 差 别 还 是 很 大
的。”不仅如此，在能耗和排放方面，
相较公路和铁路，水运也小得多、低得
多，大力建设长江黄金水道、吸引更多
适水货源向水路转移的意义不言自明。

但是，欣喜看优势，更要清晰找问
题。目前，长江流域多式联运大多仍停
留在运输分段的简单叠加，运输组织在
单证、调度、业务衔接等方面的“联”
还很欠缺，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模
式亟待创新。找到问题之后，要着手解
决问题。去年底在武汉成立的长江港航
物流联盟全程物流专业委员会，旨在进
一步深化船、港、货等企业之间的信息
交流、业务合作，推进“船港货、水公
铁、门到门”长江全程物流发展，使长
江经济带重要港口、一般港口多式联运
功能显著增强，就是一剂“药方”。

多式联运让长江正由以前的西中东
单向开放转为双向开放、直通内陆、连
接世界，面对的将是更加广阔、更具活
力的市场。

构建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多式联运拓展长江“宽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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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蓝的海面上渔船御浪前行，硕大
的螃蟹举螯横冲……这是在河北唐山市
曹妃甸区十里海河鲀小镇里一幅幅精美
的3D画展示的场景。虽是隆冬时节，这
些栩栩如生的艺术画还是吸引了不少
游客。

2017年，唐山市曹妃甸依托特有的
河鲀渔业养殖资源，打造了十里海河鲀
小镇项目，吸引了京津冀地区游客，年
接待游客达 1.3 万余人次，销售收入达
750 余万元。据了解，今年还将举办

“曹妃甸国际河鲀节”。
处于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四

市环抱之中的曹妃甸，交通十分便捷。
曹妃甸境内拥有湿地、稻田、河湖、鱼
鸟、海洋、海岛、温泉等多元化的特色
自然旅游资源，同时还具有渔盐文化、
农垦文化、红色文化等历史文化旅游资

源。依托特色资源，曹妃甸形成了湿地
生态游、海滨海岛游、妈祖文化游、研
学教育游、港口工业游和休闲农业体验
游 6 大精品旅游线路，深受京津游客
青睐。

旅游产业规划专家沈青对曹妃甸旅
游资源深入调研后表示，曹妃甸未来要
找准新优势、设计新路径、做好新项
目，旅游业必然会迎来新发展。

旅游产业以其发展周期短、结构轻
的特点，正日益成为曹妃甸的战略性支
柱产业。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曹妃甸把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新的产业支撑，有
序发展有特色的农家乐和民宿；积极挖
掘推动特色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和
制造，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
推动文化旅游发展；利用良好的生态优
势，与健康养老产业融合，发展康养
旅游。

同时，曹妃甸按照城镇与产业布
局，科学整合旅游资源，推动发展力量

向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集聚，着力建设
“一城、一带、四区”旅游功能区域。即
一城——曹妃甸新城；一带——滨海海
岸旅游休闲发展带；四区——曹妃甸湿
地旅游度假区、曹妃甸产业旅游发展
区、曹妃甸文化和生态农业旅游区、北
方妈祖文化旅游产业园区。

2017 年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曹
妃甸主题系列活动”在曹妃甸湿地举
办；2017年 6月 18日，436名京津冀各
地骑行爱好者参加了“文明曹妃甸，绿
色湿地行”京津冀自行车骑游活动……
一系列活动提升了曹妃甸旅游品牌。

目前，曹妃甸拥有星级酒店 3 家，
有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2 家，市级
乡村旅游示范点 5 家，市级星级农家乡
村酒店6家。

2017年4月26日，曹妃甸区与北京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正式签署 《北京曹妃
甸旅游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成为河北省
内首个与北京进行区域旅游合作的县
区。从“地相近”到“人相亲”，曹妃甸

拉开了积极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旅游合
作示范区的帷幕。

以此次签约为起点，曹妃甸区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旅游+”和“+旅
游”文章，加快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转变，在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链发
展上实现新突破。

2017 年，曹妃甸提出了全力建设
“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知名滨海旅游目的
地”的战略目标，编制完成了 《曹妃甸
区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 和 《曹妃甸湿
地旅游聚集区规划》，全区旅游资源科学
有序开发。

当前，曹妃甸正在积极推动成立旅
游发展委员会，使旅游从单一部门推动
向多部门综合联动转变，更加全面有效
地实施统筹协调管理。

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朱万峰认
为，曹妃甸以滨海海岛游为龙头、以湿
地游为特色、以乡村游为补充的全域旅
游大有可为，正向着国际海港特色全域
旅游目的地迈进。

布局“一城、一带、四区”功能区

河北曹妃甸建设海港特色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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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
道：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
年度报告》课题组、上海交通
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日前联合
发布了 《2017 国家中心城市
发展报告》。报告对目前已有
的8个国家中心城市给出了综
合评估排名，北京、上海、广
州居前三位，之后依次为重
庆 、 天 津 、 武 汉 、 成 都 和
郑州。

教育部 《中国都市化进
程 年 度 报 告》 课 题 组 负 责
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
研究院院长刘士林介绍说，
2005 年“国家中心城市”理
念的提出，使北京、上海等
在 经 济 发 展 、 科 技 文 化 创
新、交通通讯及生态治理等
方面承担起更加重大的职责
和使命。

刘士林表示，目前，国家
中心城市已有北京、上海、广
州、天津、重庆、成都、武
汉、郑州8个，这是“全国城
镇体系”一次新的提拔和排
队。国家中心城市不仅在观念
上改变了我国城市的范畴体系
和分类框架，也在深层次上重
构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
路和发展道路。

据介绍，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科学研究院以国家中心
城市理论研究为基础，结合
我国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战略布局的需要，自主研发
了包括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
级 指 标 和 32 个 三 级 指 标 的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估指标
框架体系》，同时自主建设了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评估数据
库》，依据 2015年 8个国家中
心城市的基本数据情况，得
出我国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
发展现状与趋势。

报告显示，从 8个国家中
心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看，截
至 2015 年，8 个国家中心城
市 人 口 总 量 在 全 国 占 比 为
10.1% ， GDP 总 量 占 比 为
18.42%，人均GDP是全国水平的1.89倍，GDP增长速
度是全国水平的 1.26 倍。2015 年 8 个国家中心城市的
城市化率为 77.9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39 倍。国家
中心城市在国家区域和城镇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初步
形成并仍在快速发展。

刘士林建议，未来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建设有两点
需要注意，一是在设立国家中心城市的标准方面，国家
中心城市的核心职能是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和战略意图。
二是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角度，下一个发力点应放在
西北和东北，可考虑东北培育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西北
培育一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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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从广西商务部门获悉：
为加快推进广西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推动产业升级，《广
西第二轮加工贸易倍增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实施。

根据《方案》，广西将以南宁、北海、钦州、桂林4个电
子信息产业聚集区为依托，加快全区电子信息加工贸易
产业发展，积极打造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南宁—钦州
—北海北部湾沿海加工贸易产业带，做大做强做优电子
信息产业；加快建设富士康南宁科技园、南宁高新区、北
海工业园区、北海出口加工区等电子信息加工贸易产业
集聚园区，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打造成国内重要的电子
信息加工贸易产业基地。

《方案》还明确，提升南宁、北海、钦州、梧州4个国家
级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能力，
积极创建国家级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提升北海出
口加工区、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南宁综合保
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南宁高新区等加工贸
易产业发展重点园区的发展水平。

根据目标，到 2020 年，全区加工贸易产业年产值
将达到 2000 亿元，进出口额超过 200 亿美元；加工贸
易进出口额占外贸比重达到 30%左右，机电产品和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分别达到 75%、
50%以上。

广西推动加工贸易产业发展
年产值将达2000亿元

图为重庆果园港，中欧国际货运大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实现“无缝连接”。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报道：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
总干渠日前试通水成功。这标志该工程具备投入使用条
件，乌江水润泽黔中大地的目标将成为现实。

黔中水利枢纽工程于 2010 年 10 月正式开工建设，
是贵州省首个大型跨地区、跨流域长距离水利调水工程，
也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
一。该工程由水源工程、输配水工程和城市供水工程组
成，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工程包括水源工程、一期输配
水工程和贵阳市供水工程，年供水量为5.5亿立方米，建
成后可解决黔中灌区 7 县 42 个乡镇 51.17 万亩农田灌
溉、5 个县城和 28 个乡镇供水、农村 34.99 万人和 31.52
万头牲畜饮水问题。

黔中水利枢纽一期工程试通水成功
将缓解当地缺水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