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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着 国 内 一 流 强 港 迈 进
——江苏连云港港口见闻

芒种时节，登江苏连云港云台山顶向东

俯视，眼前的连云港港区碧波荡漾、港阔水

深。一望无际的堆场上，各式尺寸、花色的集

装箱如积木般层层叠叠；大红色的龙门吊、桥

吊争分夺秒装卸集装箱；港区内铁路线上火

车呼啸穿行；更远处，巨轮川流不息，在海天

一色中划出优美的曲线。

连云港港开港于 1933 年，经过 90 年的开

发建设，现已构架连云港区、徐圩港区、赣榆

港区、灌河港区“一港四区”格局，配套建设

30 万吨级航道，万吨级以上海港泊位 85 个、

千吨级以上内河泊位 35 个，最大泊位等级 30

万吨级，综合通过能力约 2.2 亿吨，其中集装

箱 320 万标箱。2022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突

破 3 亿吨、集装箱超过 550 万标箱。

近年来，连云港港坚持陆海统筹，通过放

大陆枢纽通道优势，着力打造服务中西部地

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陆海通道战略枢纽，

高质量发展焕发勃勃生机。山海之间，一个

现代化、智能化港口从蓝图成为美好现实，成

为连云港对外开放的前沿和重要平台，正

朝着国内一流强港阔步进发。今年 1 月份

至 4 月份，连云港港累计货物吞吐量成功突

破 1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13.5% ，集 装 箱 完 成

194.15 万标箱，同比增长 18%。

滚装出口高位增长

5 月 22 日，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港务分公司码头上汽笛声声，船长 199 米

的大型汽车滚装船“华轮泰邦”号缓缓靠岸，

851 辆各式汽车在码头前沿排起长队、鱼贯

而入，从连云港走向全球。

记者在连云港港滚装船码头看到，这里

车船穿梭，一派繁忙景象，堆场上各品牌汽车

整装待发，滚装船内一排排汽车在信号员与

定位员的指挥下紧密停放，俨然成了一座巨

型的多层停车场。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滚装

汽车码头，连云港港出口航线遍布欧洲、东南

亚、南美洲和中东地区。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 4 个月，连云

港 口 岸 出 口 车 辆 11.4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27.57%。

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港务分公

司副总经理彭桥在港口工作了十多年，见证

了滚装船业务的飞速增长。

“滚装船业务早在 2005 年就已经开始，

但 2018 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彭桥说，随着

国产汽车品牌在自主研发、产品设计与制造

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出口量保持高位增长。

我们抢抓机遇，坚持“航线带货源、货源稳航

线”的市场开发布局，以上汽为突破口，积极

拓展奇瑞、沃尔沃等其他汽车出口份额比

例，增强滚装主体货源争揽竞争力，打造“区

域性滚装件杂货进出口集散中心”。

随着“朋友圈”的日益扩大，连云港港滚

装船业务踩下“油门”，出口量突飞猛进——

2017 年完成 1.2 万台，2018 年 2.1 万台，2019

年 6.5 万台，2020 年 8.5 万台，2021 年 15 万台，

2022 年 22.6 万台，连续 6 年实现两位数增幅，

成功跻身中国机械设备和车辆出口三大口岸

之一。

“我们正通过精准市场开发、提升服务

能级、做优联运通道、打造品牌文化，实施集

散中心建设‘12345’发展目标。”彭桥告诉记

者，今年将完成绿色低碳智能化立体车库建

设，打造一支专业化滚装队伍和一套高效标

准化操作体系。创建滚装和风电两大精品

货种品牌，形成上汽和奇瑞两大核心汽车品

牌，新开发两条滚装航线。冲刺月度车辆出

口 3 万台、年度车辆出口 30 万台，稳固车辆

出口全国前三地位。同时，实现昼夜接卸

4 个 大 列 及 4 条 滚 装 船 同 时 在 泊 作 业 常 态

化 ，推 动 胶 合 板 散 运 市 场 占 有 率 不 低 于

50%，元明粉等吨袋货源出口增量超过 50 万

吨、风电增幅超 50%。

海铁联运空间广阔

始建于 1905 年的陇海铁路，经历 40 余年

的分段建设，到 1952 年全线建成，这条贯穿

中国东、中、西部的重要铁路干线，成就了连

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地位，也

为连云港港提升海铁联运效率提供了便利

条件。

如今，在连云港港，从中西部拉来的货物

经陇海铁路线装载上船，运送出海；从国外通

过海运集运来的货物，也通过陇海铁路线，源

源不断送往中西部地区。

“5 月 21 日，全港铁路承运计划为 2641

车，当日连云港港口创出‘铁路日装车’2891

车的新纪录，刷新了去年 5 月 5 日 2888 车的

最高纪录。”连云港港铁路运输分公司运输

管理部经理朱云说，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

强支点、国际枢纽海港，连云港港通过港口

铁路的合理基础布局，叠加生产区域有效拓

展、组织流程科学优化、营商环境深度整治

的合理调整，助推年度铁路货运量顶住压

力、逆势上扬。

铁路是货物集港的“绿色车票”，海运是

货物出港的“绿色船票”，一进一出之间，连云

港港成功搭建起了一条运输便利、周转高效

的货物出口“绿色通道”。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在连云港港墟沟

作业区，港口铁路以发挥骨干线路装车优

势为组织手段，以优化卸车流程应对煤炭

集港为组织机制，通过在墟沟东作业区推

广“公铁两用车”对货位模式，盘活港铁机

车运用模式，加快车辆在港周转。去年，连

云 港 港 墟 沟 作 业 区 完 成 运 量 2999.1 万 吨 ，

占 合 计 货 运 量 的 50.8% ，同 比 增 加 189.3 万

吨，增幅 6.7%。

连云港港利用陇海兰新铁路直通进港的

优势条件，与中铁特货合作开展“汽车坐火

车”集港服务，成功实现“零公里”交货，大幅

降低了腹地车企客户运输成本。

2019 年 6 月商贸汽车集港接卸业务开展

以来，接卸车数逐年递增，从 961 车、4050 车

到 6566 车，再到 2022 年累计完成 10608 车，

连云港港通过商贸汽车集港接卸地点、能力

的合理调配，成功助推年度车辆出口达到 20

万台，并向着新的数字持续攀升。

如今，依托陇海兰新铁路，连云港港口已

将中西部 11 个省份纳入经济腹地范围，并在

青海西宁、宁夏银川、河南郑州等地建立内陆

“无水港”，海铁联运通道基本覆盖陆桥沿线

主要节点城市。

“连云港与中西部物流企业结下了深厚

友谊，携手共建共用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的

空间将会越来越广阔。”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总裁王国超说，下一步，港口将聚焦延伸“飞

地”服务，结合各地产业结构和用港需求，以

“五个基地、一个港区、一个园区+内陆无水

港”为合作领域，共建大通道，共享出海口，全

力将连云港港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开展进出

口贸易的首选海港。

跨越欧亚双向开放

5 月 18 日，一列满载 100 个标准集装箱

瓷砖、轮胎、油脂加工设备等生产生活物资的

中欧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出

发，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后，开往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

这是自 1992 年 12 月新亚欧大陆桥开通

运营以来的第 15000 列“连云港—中亚五国”

双向对开班列，也是江苏中欧班列推进新亚

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的新里程。

“钢铁驼队”的汽笛声正紧密编织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的交通纽带，见证

着历史丝路今日的复兴繁荣。

数据显示，连云港中欧班列周开行量达

到 14 趟，已铺画 6 条常态化运行线路，通达

104 个国际货运站点。其中，哈萨克斯坦过

境中国进口的日用消费品、出口的矿产品、粮

食等优势贸易商品 80%以上通过连云港口岸

集散分拨。

“2022 年连云港开行中欧（亚）班列 728

列，同比增长 17.7%。”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龙说，2019 年以来，连云

港中欧班列已实现“重去重回”，其满载率、重

箱率基本达到 100%，回程班列占去程班列的

比例提升到 45.8%，全程运输时间压缩至目

前的最短 8 天，并形成了海铁联运、铁空联

运、铁公水联运等国际多式联运模式。

走进中哈物流基地数字化调度中心，蓝

色的大屏实时动态调度着从连云港出发的中

欧班列情况，4000 多公里外的哈萨克斯坦霍

尔果斯东门无水港实时运转情况一览无余。

“我们采用的是连云港港研发的港口大

脑信息化项目，该系统可以实现两地业务联

动、信息联通和资源共享，哈萨克斯坦当地

的小麦、大宗原材料等可在家门口实现国际

贸易‘一站式’办理、联运监管‘一体化’运

作。”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左学梅说，中欧班列的数字化转型让连云港

港“智能化口岸”能力不断提升，比如“船车

直取零等待”模式在开行条件满足情况下，

让国际集装箱过境时间由原来 4 天以上缩

短至 1 天以内，每个集装箱还可节约 60%的

费用。

“作 为 落 实‘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重 要 载

体，新亚欧陆海联运大通道建设，连云港搭

建了一条跨越欧亚大洲，满足长距离、大运

输、全天候、绿色低碳的全球供应链，让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合 作 彰 显 出 更 强 大 的 生 命

力，带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繁荣。”杨

龙说，依托出海口功能，连云港港正以全新

姿态拥抱世界，打造新时代陆海双向开放

新高地。

□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不断做大做强帮扶产业

拓兆兵

近日举行的全国脱贫地区

帮扶产业发展推进会强调，要

深刻领会把握推动帮扶产业发

展的路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增强市场经济意识，统筹

考虑市场需求和本地农业农村

资源禀赋，科学谋划推动帮扶

产业发展，把特色优势产业培

育好、发展好，纵向贯通产加

销、横向融合农文旅，不断做大

做强脱贫地区帮扶产业。要深

刻领会把握推动帮扶产业发展

的价值导向，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

留给农民，通过“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

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

帮扶产业主要从脱贫产业

而来。产业既是脱贫的基石，也

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又是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要奋力

推动帮扶产业迈上新台阶。

大力引进和培养乡村振兴

人才。发展帮扶产业关键靠人

才。一是要选派熟悉产业发

展、引进产业项目能力强的干

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增强乡

村的凝聚力和发展力。二是用

好科技特派员，发挥其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作用，持

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努力形

成技术集成、加工销售、人才培

训、社会化服务的“一条龙”服

务产业链。三是用好新乡贤，

让更多优质的资本、技术等资

源向乡村聚集。当然，主要还是大力培养土专家、田秀才等

乡土人才。

持续擦亮帮扶产业金字招牌。脱贫攻坚期间，形成了

一大批规模大、效益好的优势特色产业，并涌现了一批优质

品牌。这些“金字招牌”畅销市场，为农民增收、打赢脱贫攻

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实证明，没有品牌的农产品很难

卖上好价钱。因此，脱贫地区要在打造品牌上下功夫，不但

要守好已经形成的“金字招牌”，使之发扬光大，还要打造新

的品牌，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品牌溢价，增强发展后

劲。如宁夏盐池滩羊，近年提高品牌知名度后，不但价格大

幅提高，而且供不应求。

以数字化赋能帮扶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化是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推动

帮扶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就要建设统一的“三农”数字

平台，以数字化为抓手，通过精准“画像”，使农业生产更高

效，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同时，以数字化平台整合创意农

业、乡村旅游、电商销售等新兴业态，促进帮扶产业全链条

融合发展，扩大农民和村集体增收渠道。

此外，用好东西协作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这两把“金钥

匙”。当前，西部脱贫地区仍然需要东部在人才、资金、技术

等方面的帮扶，而且西部众多优势特色农产品主要销往东

部。例如，闽宁协作，福建省就在宁夏帮扶产业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以东部的高质量发展带动西部的高质量发

展。同时，积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帮扶产业后继

乏人以及低收入人口增收问题，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注

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上海加快城市充换电网络建设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李 景

近年来，上海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接受度、

认可度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消费和使用呈爆发

式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海新能源汽车累计推

广规模于今年内突破了 100 万辆，截至 5 月底已达

到了 112.82 万辆，位居全球城市第一。而与之相

伴的是新能源汽车充换电需求的飞速增长。记者

从国网上海电力获悉，今年一季度，上海市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6.55%，3

月份，全市充换电抄表电量创单月历史新高，达

1.7 亿千瓦时。

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城”，离不开充换

电设施网络的加速完善。上海通过政企同向发

力、多方合作共赢的模式，积极打造便捷、高效、可

持续的城市充换电网络建设样板。

“我们开辟绿色服务窗口，线上线下多渠道受

理充电设施报装，助力上海新能源汽车的车桩比

全国领先。”据国网上海电力营销部智能用电处处

长吴丹介绍，该公司近年来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

站点 855 座，充电设施超过 12000 台，形成以快充

为主的城市公共充电网络、高速服务区全覆盖的

城际快充网络。但随着充电设施数量的激增，布

点选址资源相对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为此，政

府部门积极倡导和推动公共空间结合建设模式，

最大化挖掘空间资源价值。

近期，位于上海长宁区古北家乐福超市的 88

台公共充电桩开始送电，可同时满足 168 辆新能源

汽车充电，成为上海首个设立在商超楼顶的公共

充电站。而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襄阳北路一侧，

上海首批投运的道路停车位充电桩也已运行 9 个

多月，累计充电量达 3.07 万千瓦时。目前，上海市

共建有 19个道路共享充电桩，总容量达 493千瓦。

除了空间资源外，电力通道和容量资源“供不

应求”的矛盾同样制约着充电桩网络的建设。以

长宁区新泾五村为例，这个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

老小区共有居民超 3400 人、机动车 300 多辆，其

中，新能源汽车 40 余辆，不仅停车难，充电更难。

为此，属地的市区供电公司积极协调居委会、

物业等多个部门，经过反复的设计勘察和方案验

证，最终选择在小区“生境公园”的外墙上新建

6 个交流电充电桩。这样不仅大大节省地面空

间，实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还取到了离小区变

电箱的最短直线距离，从而将施工开挖对居民生

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 6 台充电桩平均一天可供 48 辆车充电，基

本能满足小区内部需求。”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

营销部项目专职王青华说，这些共享电桩还能实

现智能有序充电，自动调节输出功率，优先保障居

民用电，优先使用夜间低谷电。

“现在小区居民不用去周边商场找充电桩了，

下班回家停在楼下就能充电。”新泾五村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冯冰清说，相比商用充电桩每千瓦时电

一元多，小区充电峰时段才九毛多，谷时段只要六

毛多，又方便又实惠。

据悉，今年 6 月起，上海正式实施由政府颁

布的《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办

法》。今后，随着居民小区充电条件预留、自建和

公建桩建设管理得到全面系统的规范和引导，上

海将会有更多像新泾五村这样的充电示范小区

涌现。国网上海电力表示，下一步，在已累计建

成 35 个充电示范小区的基础上，今年还将完成

60 余个小区充电站点的建设，并为 1 万个公共

（含专用）充电桩送电，持续做好全市充电设施供

电服务保障。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高 妍

图为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 （资料图片）

6 月 18 日，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河上鼓乐喧天，龙舟飞渡，引得市民游客沿岸观看。16 支来

自三亚、陵水、万宁等市县和中国香港的代表队参加了 2023 三亚龙舟公开赛。

叶龙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