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邓超 组版：曾彦红 校对：李彦霏

港航基础提档升级

位于鲁西南地区的济宁因
运河而立、因运河而名、因运河
而兴。通达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不
仅是济宁引以为傲的名片，更滋
养出一个富庶丰饶、四通八达的

“运河之都”。
济宁高规格成立市港产城融

合(现代港航物流)发展指挥部，
坚持市县一体、部门联动，统筹推
进内河航运发展。研究出台《关于
加快实施现代港航物流战略推动
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
政策文件，从政策、资金、土地等
方面给予支持保障。针对客观实
际，济宁市确定了一揽子重点任
务，包括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建设
通江达海的内河航道网、打造协
同一体的区域性港口群及经济开
放的水运物流网、拓展现代航运
服务功能、提高水运服务保障能
力、提升水运智慧化发展水平和
推动水运绿色低碳转型等。

如果把“航”比作连接河、江
与海的通道，那么“港”就是它们
的支点。如何以港口赋能航运，
让贸易更“聪明”，济宁龙拱港走
的是智慧化之路。在龙拱港堆场
内，一辆辆无人集卡正在有序运
行，凭借北斗导航、5G通信、多传
感器融合智能感知，实现车辆任
务分配、路径自动规划。龙拱港
自动化场桥和自动化岸桥全部
采用远程监管和操控，全面实现
了现场装卸无人化，无人集卡全
场高精定位2厘米以内，停车对
位时间5秒钟以内，比传统的人
工集卡对位效率提升30%以上。

“龙拱港率先将‘海港先进
理念’全面引入内河，借鉴海港
全自动化码头布置经验,创新性
融合京杭大运河水运特点，投用
了自动化岸桥、全自动化场桥,部

署工业5G专网,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在线仿真、3D箱区扫描等
前沿科技赋能，TOS系统高效协
同，集装箱作业高效智能。全部
港机设备电力驱动，配置能量回
馈利用装置，让港口生产更绿
色。”龙拱港科技信息中心技术
员刘文斌说，如今的龙拱港，已
成为全国第一家实现无人智能
运输常态化运行的内河港口、全
国唯一实现自动化系统全域国
产化的集装箱港口，还是北方规
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集装
箱内河港口。

在济宁，内河航道越来越
“聪明”。为加快高等级内河航道
网数字化转型升级，济宁沿京杭

大运河主航道建设水位、气象、航
标遥测、电子卡口等感知传输设
备356套，实现航道、港口、船闸、
船舶全程可视化动态管理，形成
全省内河第一张水陆融合电子航
道图，里程达183公里。济宁还完
成主航道“三改二”、湖西航道下
级湖段改造等工程，建成全省内
河第一条二级航道，三级以上高
等级航道增至360公里，济宁以南
全部实现双向双线船闸通航。此
外，通过汇聚航道、港口、船闸、船
舶、水文、天气等基础信息和物流
信息，济宁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
打造以“济港通”平台为核心的港
航“微服务”矩阵，船民可以通过
手机端查看水位水情、航道航标、
辅助航行等信息，享受平台提供
的信息发布、船舶检验、物流信息
等40余项服务内容。“使用‘济港
通’可以查看航道水位水情、航行
密度、船闸通航等情况，合理选择
航行路线、安排过闸时间。而且,
平台将货物、船舶、仓储、物流等
信息进行整合，向我们进行智能
推送，有效解决了船找货难和货
找船难的难题，降低了回程船舶
的空驾率，让我们更有得赚。”船
主王云海说。

构建多式联运体系

“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畅达，
得益于济宁的黄金区位优势，也
是济宁疏通东西、联通南北的

“核心配方”。
济宁港航梁山港位于瓦日

铁路、京杭运河的黄金交叉点，
龙拱港全面接入新菏兖日铁路
主线，还有太平港、跃进港等组
成内河航运港群，沿着京杭运河
可直达长江，绘就“丰”字形的大
通道，山西、内蒙古等地借助济
宁的内河航运与长三角、珠三角
等区域相互连接，形成运输无缝
的货运大动脉。此外，通过抢抓

“粤苏皖赣—港澳—南亚—国际
物流大通道”向北延伸的机遇，

精准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济宁已开通直达越南、泰国等国
家的外贸集装箱航线，成为通江
达海的新门户。京杭大运河犹如
一条丝线，当一件件货物流通起
来，便串联交织，形成四通八达的
物流贸易网，构建了“公路+铁路+
水路+集装箱+内河口岸”多式联
运新体系。同时，以贸易为引领，
重点发展“煤、焦、钢、粮、铁矿石、
农副产品”等大宗商品物流运输，
在上海、浙江、湖北、海南等地布
局物流贸易中转基地。2024年，济
宁港货物吞吐量超9600万吨、集
装箱突破40万标箱，稳居全省内
河首位。截至目前，已开通内河集
装箱航线26条、外贸内支线5条，
物贸网络覆盖全国152个城市，国
际航线通达16个国家。

多式联运的发展，依赖于多
种运输方式组合发挥优势的“接
力跑”，这就离不开“公、铁、水、
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
以内河航运为强项的济宁，也是
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综合交
通运输全要素城市。随着内环高
架、崇德大道、济商高速、济邹高
速等一系列交通干线、枢纽的建
设，济宁“内部循环畅通、外部通
联畅达、公铁水空齐备”立体化
交通体系已然成形，成为助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公
路方面，日兰高速、济徐高速、枣
菏高速、济广高速、327国道等多
条高等级公路干线在境内交织
成网，高效实现“从门口到门口”
的物流运输网络；铁路方面，曲
阜东高铁站，济宁高铁东站、北
站2小时可达北京、3小时可抵上
海；年吞吐量达2000万吨的兖州
北站是省内三大铁路货运编组
站之一，从兖州站始发的“齐鲁
号”中欧班列可直达欧洲；航空
方面，大安机场的转场通航，不
仅便捷着旅客出行，也与文旅、
招商等深度绑定，拓宽着城市的
向上生长空间，轻松实现全国重
点城市“半日达”。截至目前，全
市公路、铁路、航道(通航)总里

程分别达到2 . 16万公里、836 . 7
公里、1100公里，济宁大安机场
通达航点城市33个、旅客吞吐量
突破140万人次，全市综合立体
交通运输网加速形成。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前不久，一批钢管由龙拱港
报关出发，经运河、长江抵达上
海，无须排队等待二次报关，于
洋山港转海船直接发往迪拜，成
为山东内河水路运输类海关监
管场办理的首笔业务。“入了海
就联通了世界，路子广了贸易
旺。”济宁港航龙拱港物资贸易
公司业务主管栗友文介绍，2023
年12月20日，济宁港航龙拱港海
关监管场投用，让周边外贸企业
实现在“家门口”直接报关“出
海”。如今，从济宁港出发，向西
全面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
南直达“长江经济带”，向东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
向北沟通“环渤海经济圈”，构建
起“贯通东西、连接南北、通江达
海”的全国性互联互通大通道。

内河航运的复兴，不仅带来
航运业繁荣，更推动临港经济快
速发展。近年来济宁以京杭运河
为轴线，加速建设梁山港煤钢物
流园、跃进港百亿级钢铁和百万
吨级粮食物流园等“六大临港百
亿园区”，推动港口和腹地产业
板块高效协同、深度融合。梁山、
任城、邹城、微山、嘉祥等县市区
充分发挥港口带动作用，布局建
设一批临港工业园区、物流园
区，推动临港产业聚集，“以港聚
产、以产兴城、港产融合”的恢宏
图景，正在孔孟大地徐徐展开。

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从
散货小港到智慧新港，2025年，
济宁市围绕打造北方内河航运
中心，聚焦现代港航物流突破战
略，规划建设17个港航基础设施
项目，优化“一港八区23个作业
区”整体布局。全面开工建设湖
西航道(上级湖段)改造工程、复
兴河航道扩建工程；推进老万福
河及支流(湖西白马河)航道改
造工程；加快建设微山三线船闸
工程，推进顺达港、祥城北港、跃
进港(淄海铁路)3条进港铁路专
用线建设，开工建设G237济宁线
改造工程，提升“公铁水”多式联
运衔接水平。同时重点建设7个
港口项目，着力提升航道、船闸、
港口、配套设施“四个能级”，加
快构建“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
计划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1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5万标
箱。

“通江达海不仅是区域空间
的联通、地理距离的拉近，更是
生产方式的变革、产业结构的
重整，将为我们融入新发展格
局、实施优势再造战略，提供强
有力支撑。”济宁市现代港航物
流发展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
济宁将锚定打造北方内河航运
中心，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加快建设亿吨大港口、发展
亿吨大物流、培育千亿大产业，
推进内河航运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建设山东对内陆和国际
开放桥头堡。

济宁市“公铁水”多式联运推动物流增效降本

“通江达海”畅通双循环
邓超 通讯员 高峰 张凯旋 济宁报道

2024年，济宁港货物吞吐量超96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万标箱，居全省内河首位、全省港口第
4位……作为通江达海、贯通南北的水运主动脉，高质量发展的济宁内河航运正在书写新的篇章，形成
“东拓西联、南北贯通”的对外开放新格局。而集装箱“公铁水”多式联运，为推动物流提质增效降本、临
港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流保障，也成为济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硬支撑”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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