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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映射浮桥管理之难

作为战备桥梁，浮桥在山东的发展可谓独树
一帜。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省内共有浮桥60余座，
不仅数量居全国第一，而且规模和先进程度也首
屈一指。作为公路桥梁的补充形式，浮桥在方便
沿河两岸物资和人员来往、促进两岸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为经营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更形
成了独具山东特色的浮桥产业。但在记者的调查
中，在许多人眼中本应是一本万利的浮桥，却被
业内看做是管理起来难度颇大的高危行业。

技术规范缺失
目前对浮桥的检验只局限于对单节承压舟

的检验，而对由若干承压舟连接起来的浮桥，我国
尚未出台浮桥承载能力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2007年，省厅港航局委托有关院校开展关于
黄河浮桥承载通过能力的课题研究，但由于资金
不足和专业能力受限，研究方很难达到在各种情
况下对浮桥进行实验的技术水平。更为重要的
是，黄河浮桥的受力比普通海河船舶的受力要复
杂得多，海河船舶主要是受风力、水流影响，而黄
河浮桥除了受风力、水流影响和冰凌的冲击外，
还受到过往车辆的冲击力、车辆货物重力的影
响；加之与河岸连接的承压舟半水半陆的受力也
非常复杂，且黄河水情不一，不同水域的水情千
差万别，即便研究出某座浮桥的承载通过能力也
不具备普遍性，其他浮桥无法简单套用，因此，该
课题研究至今仍无果。而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和
规范，也就成为了进一步规范浮桥承载通过能力
的“瓶颈”。

经营主体复杂
近年来，随着我省浮桥数量的不断增多，经

营主体的成分也变得异常复杂，既有国营的，也
有集体股份制的，更多的则是村办、个体的。经营
主体成分的复杂造成了浮桥从业人员的素质参
差不齐、管理水平有高有低。

针对浮桥管理不规范、人员素质不高等问
题，省厅港航局2007年对全省浮桥行业进行了整
顿，统一了浮桥企业从业人员的着装，实行挂牌
上岗；2008年则为全省浮桥安装了统一样式的通
行标识标牌，并对全省浮桥售票系统进行了统一

规范，以机打票取代手开票。
然而，从近期开展的安全生产集中整治暗访

检查结果来看，部分浮桥安全意识依然不强，且
并未严格执行《山东省渡运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特别是第14条“19座以上的客运车辆和运输
易燃、易爆、剧毒化学品等危险货物的车辆，应当
单车单向通过浮桥”的规定，甚至有部分浮桥过
分追求经济效益，对于超限超载车辆的限制效果
也不理想。

超重违章威胁
近年来，随着公路治超力度的加大，桥梁对

于超限超载车辆的限制也越来越严格。而目前我
省桥梁最高限重为55吨，于是，不少要过河的超
限超载车辆便瞄准了浮桥。

尽管浮桥企业按照省厅港航局要求安装了
统一样式的标识标牌，但浮桥本身的企业性质决
定了其只具备告知义务，且对超限超载车辆也往
往只能凭经验判断。一位熟悉浮桥行业的人士介
绍说，浮桥企业判定车辆是否超载往往是通过车
型、车轴或以往经验来判断，难免会有“漏网之
鱼”。而且，对于改装的轴距短、车轴数多的车辆，
如果超载严重，威胁浮桥安全的，有关人员会劝
阻，但部分浮桥企业为了经济利益，往往会对超
限超载车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针对“浮桥治超”的问题，省厅港航局也曾设
想通过在浮桥两岸设立称重设备加以限制，但浮
桥企业对此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则是浮桥企
业害怕称重设备对其收入有影响，且企业不是执
法主体、没有执法权，担心过往车辆不服等等。此
外，出于对防汛的考虑，河道两侧构建设施也难
以取得河务部门的许可，协调难度较大。

而本次事故的发生，恰恰就是由于重载车辆
过桥，后车违章超车时发生刮蹭，两辆车同时停
在一节承压舟上，造成浮桥断裂，车辆落水。在事
故现场，记者看到：东郊浮桥限制40吨以上车辆
过桥，而部分围观群众认为两辆肇事车辆的载重
均远不止这个重量，否则也不会发生事故。

加强监管不易
为加强对浮桥的行业监管，省厅港航局曾多

次研究对策，目前，济南市黄河小清河航务管理
处和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开发了一套3G监视系
统，该系统采用太阳能，以3G网络传输视频，目
前仍处于测试阶段。尽管该系统的前景较好，但
推广起来却并不简单，因为在偏远地区，3G网络
往往没有信号，如果信号能够覆盖所有地区，该
系统将实现全面推广。

监视系统设立的最大好处是解放了人，但也
应看到再好的监视系统也无法取代人的功能，只
有浮桥经营者自身注重安全管理并严格执行水
上交通安全规范，才能保证浮桥安全生产的长治
久安。

经过一年“转方式、调结构”的实践，2011年，
日照港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11%，能源综合
单耗同比下降6 . 1%。我国管径最大、输量最多、
技术最先进的日照至仪征原油管道在日照港一
次投产成功，30万吨级原油码头工程通过初步验
收，全年油品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日照港
的“油品时代”即将到来。

2011年，日照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总量2 . 52
亿吨，同比增长11 . 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 . 5
亿元，实现业务收入120亿元。

转变管理方式 调整治理结构

创新机制增活力

“在‘十二五’之初，日照港便迈出了由‘大’
到‘强’加速转型的步伐，‘集而成团’，形成了几
个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能够互动并进、协同发

展的产业板块，构筑起了现代企业的框架。同时
也通过全面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等方式，提升
了精细化管理水平。”日照港集团董事长、党委书
记杜传志如是说。

2011年，日照港按照集团化运作的要求，遵
循“集团适度多元化、二级单位逐步专业化”的思
路，进行了首次系统性机构调整，优化了机关部
室和子分公司设置，初步形成了“港口业务、物流
与贸易、建筑与制造和综合服务”四大板块的战
略发展架构，实现了日照港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
增长11%，能源综合单耗同比下降6 . 1%；同时，设
备租费下降7 . 9%，单位外付装卸劳务费下降
6 . 8%。股份二公司荣获第十一届“全国质量奖”，
集团公司获得首届日照市“市长质量奖”。

转变营销方式 调整货种结构

增创发展新优势

2011年12月28日，日照港股份三公司码头，
随着载有7350吨石子和1247吨机械设备的“安顺
江”轮的顺利离港，日照港首船外贸出口建筑设
备材料也随之起航。

“全力巩固干散货、奋力突破液散货、着力开
发件杂货、努力争取适箱货，这一直以来都是我
们的货种结构思路。”杜传志向记者解释说。

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日照港立足行业客
户资源整合，创新营销方式，实行了分货类营销
和大客户营销策略，从而增强了市场营销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在四川成都、吉林延吉、宁夏银川、
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煤炭、油品、镍矿客户座谈会，
把座谈会真正开成了多方共赢的信息会和订货
会，进一步拉近了与客商的距离，新增客户180多
家，形成了拥有近1000家客户的固定客户群，巩
固和扩大了货源市场。

转变合作方式 调整资本结构

增强持续发展力

2011年3月30日，日照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
票成功募集14 . 4亿元资金；12月19日，股份公司
荣获2011年度上交所董事会奖提名奖，成为港口
板块唯一获奖单位……

“除积极推进融资、加大融资力度外，扩大合
作也始终是日照港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杜传

志说，“因此，我们还注重精选合作伙伴、缔结战
略联盟。”

今年以来，日照港围绕客箱班轮业务，与
韩国东方集团组建海通班轮公司经营日照至平
泽国际客箱班轮航线，使停航2年的航线恢复通
航；围绕煤炭业务，积极开展了与华润电力、
山东能源、兖矿集团的合作洽谈；围绕铁矿石
业务和集疏运体系，积极推进了与山东钢铁、
省国投、山东高速等的合作，并与香港晋瑞国
际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转变服务方式 调整码头结构

提升现代化等级

“港口的服务能力是装与卸、堆与存、集与疏
的物流环节，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等多元因素的
综合体现。”杜传志表示，“因此，今年以来，日照
港一方面以货种分工为导向，有效整合改造、统
筹使用岸线、陆域等宝贵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使
用效率；另一方面，不断提升软硬两种服务水平，
打造数字化港口，提高服务附加值，实现了文明
服务、延伸服务、超值服务。”

2011年以来，日照港注重实施“散退箱进”战
略，做好与腹地重大产业项目的衔接与配套，做
到专业泊位、通用泊位、大中小泊位分工明确、布
局合理；同时，进一步优化港口集疏运环境，加快
打造综合物流链，加强与腹地工业、货代、经销商
等的上下游产业的纵向和与海关、商检、银行、保
险等部门的横向合作，以保证港口物流链的通
畅、高效运行。

■数说港航

9 . 6 亿吨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省沿海港口吞
吐量突破9 . 6亿吨，增长11%，其中，集装箱完
成1691万标准箱，外贸5 . 3亿吨，实现了我省沿
海港口吞吐量每年以亿吨幅度增长。

10 . 7 %

2011年，我省港航完成基建投资95 . 12亿
元，增长10 . 7%，其中沿海84亿元，内河11 . 12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建成青岛董家
口港区30万吨级矿石码头、日照岚山30万吨级
原油码头等一大批深水泊位。

736 艘

2011年，我省继续大力发展水上运力，全
年海河新增运力736艘，170 . 4万吨载重，增长
17%，成为运力发展最快的一年。推进水运结构
调整，我省成为渤海湾客滚运输、京杭运河水
系船龄最年轻的省份。

“4+1”
2011年，全省港航系统积极推动首届“中

国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威海港与韩国釜
山港战略联盟联席会议”的召开，通过了《中
韩“4+1”港口战略联盟运行章程》，形成了
“4+1”港口联席会议制度。

23464 艘次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中午，青岛港引航
站全年安全引领船舶数达到23464艘次，其中，
200米以上大型船舶8936艘次，300米以上超大
型船舶227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0 . 28%、3 . 02%
和6 . 21%，并确保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新闻背景
2012年1月3日凌晨4点15分，位于华山镇的济南东郊浮桥

发生了因重载车辆过桥违章超车刮蹭造成的浮桥断裂、车辆
坠河事故，所幸车辆驾驶人员及时逃离，未造成人员伤亡。

▲左图为浮桥事故现场，右图为承压舟衔接处

百年栈桥见证亿吨大港之梦
◆阅读提示 100年前，这里曾是

山东人闯关东的海路起点，来自山东
各地的穷苦人经由这里北上求生，开
始了波澜壮阔的“闯关东”历程。93
年前，应用欧美刚刚发明的钢筋水泥
混凝土技术，这里建起了中国独一无
二的“铁骨水泥式”栈桥码头。肇兴
轮船公司总经理李子初亲驭“荣兴”
轮首靠成功，码头投产全国哗然，被
誉为“东亚河海工学业上第一声”。
27年前，“漱玉泉”轮满载着龙口港
人的欢呼与梦想起锚远航，再次开启
了龙口港连通世界的大门。在刚刚过
去的2011年，龙口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6000万吨，在积极推进港口战略转
型，优化货种结构，港口货物吞吐量
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的同时，龙口
港将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在“十二
五”期间建设成为亿吨大港。

龙口港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域，港
湾自然条件良好，北有东西长8公里的连岛天然
沙坝屏障，南有金沙滩环抱，不冻不淤，史有“稳
油盆”之称。

明清时期，龙口便商船云集，海运兴旺，到
清朝末年，龙口与大连、营口、丹东、天津等港口
实现通航，至民国初年，龙口已成为南北海运的
中转港和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孙中山在《建国方

略》中写道：“在北方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口岸，
应设五个渔业港，龙口是其中之一。”

1914年，龙口开埠建港，受制于国家财力不
足，码头建设事宜一度停滞。直到1917年，兴建
码头事宜不得不改官办为商办，通过股份制集
资方式最终得以实现。1918年，耗资12万大洋的
栈桥码头正式开工建造，1年后一座“欧西最新
发明，铁骨水泥式的中国独一无二”的栈桥码头
巍然屹立。栈桥码头的建成，使龙口港内外贸航

线不断扩展，在山东省内名声大振，成为仅次于
青岛港的省内第二大港，被列入北方六个重点
港口之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从山东掳掠的
大量物资和劳工从此装船运往日本。解放后，龙
口先后兴建了数个码头泊位，栈桥码头逐渐弃
置不用。

1984年，龙口港被国家批准成为对外开放
口岸。1989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为港口发展带来
活力，1995年，龙口港货物吞吐量即达到853 . 4

万吨，居全国地方港口之首。
“十一五”期间，龙口港的货物吞吐量从“十

五”末的1602万吨增加到5030万吨，增长了2 . 1
倍；资产规模由18 . 6亿元增加到60亿元，增长了
2 . 2倍。快速发展的同时，龙口港积极谋划港口
向现代物流中心的战略转型，并通过打造中非
杂货班轮、铝矾土、煤炭、液体化工、木材五大特
色品牌物流链，并不断丰富服务内涵，先后打造
出“‘打包水泥’装卸效率”、“中非杂货班轮”、

“木材全程物流服务”、“环渤海黄金水道集装箱
运输服务”四个山东省级服务名牌，并通过建立
港口现代物流融资平台为客户提供优质、快捷、
高效的资金支持，有利地提升了港口的竞争力。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龙口港货物吞吐
量突破6000万吨，同比增长20 . 5%。龙口港计
划在“十二五”投资80亿元新建5个10万吨级
通用泊位、4个10万吨级煤炭专用泊位、1个20
万吨级原油泊位和2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港
口通过能力增加7000万吨。

到2015年，龙口港将建成集全中国最大的
对非出口基地、铝矾土进口贸易分拨基地、全
国区域性煤炭分销基地、山东省的主要液体化
工中转储运基地、长江以北最大的木材(木片)
中转基地以及粮食物流基地于一体的现代化亿
吨大港。

□陈明
▲龙口港今貌

“转”出一片新天地
——— 2011年日照港“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纪实

20 个

2011年，全省港航系统继续深入开展“两
保两树”活动，第二届文化服务品牌评选活动
圆满结束，活动共评选出“振超效率”等20个
“十佳”和“优秀”文化服务品牌。

3 港

2011年初，我省潍坊、东营、滨州被省政
府由一般港口提升为地区性重要港口；11月，
潍坊、东营、滨州3个港口的总体规划均通过审
批。滨州2个3万吨码头建成投产，滨州市港航
局被滨州市委市政府记二等功。

侯永杰 摄

◆阅读提示 2011年，全国第九大沿
海港口——— 日照港，按照“调整结构、
创新管理、勇跨三亿、铸造强港”的
“十二五”发展总体思路，抢抓“蓝色
机遇”，促进港口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
技术密集型转变，由资源占用型向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推动港口战略转型升级。

□文/图 陈明

■观察

1302 万标准箱

2011年，青岛港吞吐量完成37230万吨，集
装箱完成1302万标准箱，胜利实现满堂红。12
月28日提前3天实现吞吐量3 . 7亿吨的全年目
标，12月30日提前1天实现集装箱1300万标准箱
的全年目标。

42 . 37 亿元

2011年，威海港港口吞吐量首次突破3000
万吨大关，主营业务收入达到7 . 5亿元，企业资
产总值达到42 . 37亿元，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2012年，威海港计划确保港口吞吐量达到3500
万吨，增长16 . 7%，力争达到3600万吨，增长
20%。

2011年，潍坊森达美港有限公司完成货物
吞吐量1772万吨，比2010年增长26 . 14%。其中
件杂123万吨；散杂984万吨；散盐340万吨；液
体325万吨。

万人次

2011年，烟台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 . 8亿吨，
同比增长20%；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70 . 9万标
箱，同比增长10 . 9%；完成旅客发送量221 . 6万
人次、滚装车发送量35 . 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21%；完成火车装车量35 . 3万辆，增长
25%。化肥出口量、铝矾土进口量、对非口岸
贸易量、石油焦和朝鲜煤炭进口量五项指标位
居全国首位。

26 . 14 %

亿元

2011年，日照港全年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 . 52亿吨，同比增长11 . 8%，其中金属矿石吞吐
总量完成1 . 3亿吨，煤炭吞吐量完成2800万吨，
集装箱完成140万标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 . 5
亿元，实现业务收入120亿元。

221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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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雪莹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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