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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 辉

□记者 高 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0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自2015年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以来，截
至今年10月底，全省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44
亿元，其中：普通国省道299亿元，农村公路45亿元。目前，
我省普通国省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进展顺利，工程主要以安全
整治提升、危桥改造、穿城路与瓶颈路段改造、改善行车条件
的老油路路面维修为主。

据介绍，2015年我省共完成普通国省道安全整治提升工程
4090公里，完成投资16亿元。2016年共安排普通国省道安全整
治提升工程77项2135公里，下达穿城与瓶颈路段改造及路面维
修项目177项4689公里，危桥及涉航桥梁29座；截至今年10月
31日，分别已完工56项1626公里，79项2086公里，改造桥梁13
座，其余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记者 高 翔 通讯员 钟 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3日，齐鲁交通发展集团院士工作站揭

牌仪式暨周绪红、聂建国、王复明院士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院士工作站正式成立。

据悉，该院士工作站成立之后，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将着力
将其打造成集重大科技项目研发、高端科技人才培育、科技合
作交流和成果转化于一体的高端创新平台，积极开展工程建
设、公路养护等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同时，将继续推进博士后
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研发机构建
设，逐步形成以院士工作站为龙头，以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
术研发中心等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通过“院士+高校+企
业”强强联合模式，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取得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在科技创新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记者 高 翔 通讯员 郝雪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针对目前

在我国注册的中韩客货班轮企业共有10家，其中7家在山东，全
国开通中韩客货班轮航线16条，其中9条在山东的情况，交通运
输部门将多措并举，着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船舶老旧、载客量
大、航距长、航运企业多为单船公司且安全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
力不足等问题，确保中韩航线运行安全。

一是明确航线安全生产责任，全面梳理和确定航运企业、
港口企业、船舶管理企业、船舶代理企业在航线运营生产安全
方面应担负的责任和各级交通港航部门、引航机构的行业管理
职责，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二是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切实
解决航运企业依靠安全管理体系委托（船舶管理公司）管理、
主要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等问题。三是引导运力更新，严格执行
省政府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实施意见，严禁二手客（滚）船、
客箱船、旅游船和船龄超过5年的货滚船进入我省海运市场。
严格市场准入，引导企业加快运力更新改造，未来五年内，将
基本完成山东至韩国客货班轮航线船舶运力更新。

□记者 高 翔 通讯员 魏 然 报道
本报菏泽讯 近日，记者从菏泽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新万

福复航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审查，工可编制单位
按照专家组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报发改委审批。

据介绍，专家组原则同意《工可报告》推荐的航道设计方
案，航道起点位于定陶连接线，终点位于关桥闸下与一期工程
相接。工程的建设规模为新建航道35 . 3km，新建、改建Ⅲ级
船闸各1座，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2004万吨，新建通航节制闸1
座，改建桥梁16座，配套建设相关的水利排水涵闸提水泵站、
支流节制闸、航标等设施。

新万福河航道以关桥闸分为两期工程进行开发建设，一期
工程已经全面开工建设。新万福河二期工程的建设，将进一步
加快菏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优化菏泽市运输结构，进一
步服务菏泽矿区的开发。

□ 本报记者 陈明 吴荣欣

内河水运昔日曾拖后腿

入秋的苏北万寨港异常繁忙，作为
苏北煤南运的起点，这里承担着整个长
三角地区的电煤供应。仅2015年，从万
寨港下水运往长三角地区电厂的煤炭近
亿吨，长三角地区发电用煤保证依靠的
是高等级苏北航道及三线船闸等基础设
施。

然而，“十五”期间江苏内河航运
还处于拖后腿的状态。

“十多年以前，我从万寨装煤去扬
州要走六七天，碰上堵船时间就更长了，
那时候船闸少航道也窄，堵船经常出现。”
正在装煤炭的船民李富安回忆说。

据了解，“十五”期间江苏全省内
河航道整治累计投资38 . 9亿元，仅完成
同期规划投资额的4 0%，由于投资不
足，导致航道设施严重失养失修，航道
设施不断恶化，作为全国内河航道建设
样板的苏南运河，曾多处出现护岸坍
塌；苏北运河作为电煤运输主通道，因
为船闸超负荷运行，通航压力大，仅
2003年-2004年间堵航情况就出现了84
次，给沿岸企业和区域经济带来了巨大
影响。

“当时可以说船民怨声载道，过闸
要等两三天，淮阴、淮安因为航道窄、通行
无秩序，常常堵得走不动。货物运输不及
时，连企业也受影响。”李富安说。

对此，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于2005年8月正式出台《江苏省干线
航道网规划》并上报交通部。“规划依
据江苏的沿江临海，水网密布，水资源
丰富素有舟楫之利优势，针对江苏省经
济发展原材料和产成品‘两头在外’，
能源缺乏、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大批适
合于水运的煤炭、建筑材料及原材料等
大宗物资需跨区域运输的特点，明确将
内河航运作为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的重中之重来对待，规划用三个
‘五年计划’打造长三角地区高等级航
道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道局政工
科副主任万江波说。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2006年，江苏省人大审议并通过了
《江苏省航道管理条例》，明确了航道
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性质，资金来源以财

政拨款方式为主；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将航道建设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保障航道建设
养护资金的投入，支持与鼓励航道的开
发与利用，发展航运事业；航道受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非法
占用。因此江苏省航道的建设发展保护
有了法律地位，得到了法律支持。值得
关注的是《江苏省航道管理条例》首次
明确了航道设施（包含航标、标志、标
牌、过船建筑物、整治建筑物等）也属
于航道，该做法得到了交通运输部的肯
定和支持。

2007年8月，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
加快水运发展的意见》，规定了从2007
年开始，在省财政预算中建立航道建设
专项资金，并明确每年不少于5亿元。
“2007年当年江苏航道部门就拿到了5 . 5
亿元专项资金。”万江波说，“随后，
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也出台了相对应的
意见，明确了市级水运资金配套额度最
低不少于1000万元。”2011年，国务院
出台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意见
后，江苏省政府出台对应的实施意见，
将航道建设专项资金的额度提高到每年
不少于12亿元，地市、县各级人民政府
也出台相应政策，明确扶助资金额度，
航道建设养护资金实现了国家、省市县
级全覆盖。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大，而江苏又
明确了航道等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是
公益性质，仅靠财政拨款岂非杯水车
薪？“江苏发展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其实
依靠的是‘四个一点’，即交通部拨一
点，航道部门自筹一点，银行贷一点，
财政补一点。”万江波说，“航道基础
设施建设只要在交通部列上项目都可以
拿到交通部以奖代补的资金，由于江苏
2005年就出台了高等级航道规划，并且
一直是交通部内河发展的重点地区，因

此补助资金无忧；而航道部门自筹资金
的主要来源是管理的49座交通船闸，将
过闸费和省航道补偿标准规定的损害赔
偿收好也解决了部分费用。”

另外，在“十一五”和“十二五”
期，江苏省航道部门利用国家开发银行
的低息贷款解决了不少资金问题，在建
设高峰期，江苏省航道部门外债60多亿
元，而江苏省财政每年拨给航道部门的
费用达20亿元—30亿元。

发展内河水运，基础设施是关键，
而前期工作就是关键的关键。“目前江
苏航道部门手中的项目储备就达几百亿
元。”万江波说，“前期工作中的土
地、环保，发改委的审批等事项都需要
往前赶，起初投资大、需要占用农耕土地
的项目需要到国家发改委立项，其他航
道、船闸项目，由于利用的都是原有河道
及船闸的闸区土地，不属于耕地，因此大
都在省发改委立项。以淮阴船闸为例，过
去淮阴船闸为两线船闸，通过量不足，经
常发生堵船，电煤运输受到影响，引起
了江苏省发改委的高度关注。”

内河航运释放江苏活力

作为江苏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苏
南运河沿岸乡镇企业星罗棋布，涉及钢
铁、电力、建材、机械等众多行业，这
些企业依河而建，在享受内河水运带来
的低物流成本的同时，抱团发展，打造
产业集群，形成了沿河经济带。运河为
企业提供了门到门运输之便，成为企业
发展的生命通道。京杭运河江苏段沿线8
市面积占全省的56 . 6%、人口占60 . 6%，
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
总额已分别占到江苏全省的66 . 3%、
66 . 3%和83 . 3%。目前，沿河经济和内河
航运已进入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
循环阶段。

“十一五”期间，凭借着提前做好
的项目前期工作，江苏省完成了京杭运
河苏北航道的全面升级为二级航道和三
线船闸建设。特别是淮安、淮阴段的整
治，通过码头迁移合并、航道拓宽美
化、水上服务区建设，通航秩序得到有
效维护。“十二五”期，通过大规模船
闸建设和扩容改造，船闸通过能力进一
步增强，待闸时间大为缩短、船闸通行
能力大幅提升。

“江苏省内河航运体系建设几乎占
据了半壁江山。仅2015年，江苏内河货
运量达5 . 3亿吨，占据江苏省货运总量的
四分之一，货物周转量1590亿吨/公里，
占据江苏全省货物周转总量的三分之
二。”万江波说。

内河航运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地区
之间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有效利
用和优势互补，有力支撑了流域经济带
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
升级，成为推进江苏省乃至长江三角洲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整体优势并率
先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内河航道不
仅承担起江苏外贸经济大进大出的重
担，还成为支撑流域产业布局、促进流
域产业带形成的战略性资源，成为推进
江苏省乃至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其中，干线航道在支撑江苏产业带
形成和发展流域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长江黄金水道适宜发展大运输量、
大进大出产业，这是江苏沿江产业带得
以形成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之一。

到“十三五”末，江苏将建成5条通
海航道，打通10条水运出省通道，全面
改善13条入江口门航道，基本形成标准
统一、网络畅通、运转高效的通江达海
干线航道网，覆盖所有省辖市和80%以
上的县（市），沟通所有重点港口、资
源产出地和消耗地，内河航运将使江苏
经济释放出更大活力。

我省普通国省道

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进展顺利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

成立院士工作站

省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

强化中韩客货班轮航线安全管理

新万福河复航二期工可

通过专家审查

江苏：用15年打造第一内河水运
◆作为我国水网发达地区，江苏近年来内河水运发展令人瞩目：“十二五”期间，

累计完成内河投资635亿元，新增高等级航道776公里，至2015年底，高等级航道里程达

2877公里，京杭运河主航道均实现二级航道三线船闸，2015年内河货运量5 . 3亿吨。

◆江苏内河航运也曾饱受等级航道偏低、长期内河建设投入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

等因素制约。从“十一五”开始，江苏借助国家大力发展内河水运的东风，谋规划破难

题，举全省之力将内河水运打造成全国之首。

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
性、先导性、服务性作用，
是发展的“先行官”。改革
开放以来，山东省公路、民
航、铁路、海港、内河等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
成 就 ， 有 的 走 在 了 全 国 前
列，有的正处于迅猛发展阶
段。在我省交通大步前进之
时，国内兄弟省市也是高歌
猛进，尤其是近些年来更是
亮点频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
了学习借鉴外省市交通发展
的一些先进经验和理念，拓
展我省交通发展的思路和方
式，本报记者远赴贵州、重
庆、安徽、江苏等省市，从
高速公路、民航、高铁、内
河等专题入手，访交通管理
机构、企业，问群众、官员
和学者，看他们如何支持交
通、发展交通，如何处理交
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难题，
采写了“走出山东看交通”
组稿，期望对山东交通发展
能有所裨益。

■编者按

□ 陈明 吴荣欣

在本次采访前，曾找过部分业内
人士探讨江苏内河发展之道，得到的
结论大多是“江苏有钱”。然而通过
江苏内河水运发展建设经验我们看到
的除了巨额投资，还有发展内河水运
的决心、恒心和具有针对性的保障措
施。

江苏水网发达，通江达海，素有舟
楫之利。但15年前江苏运河航道年久失
修、船闸设施等级低下，堵航更是家常
便饭。江苏发展内河的决心随着《江苏

省干线航道网规划》出台而显露，计划
2020年之前建成“两纵四横”3455公里的
高等级航道组成的干线航道网。要知
道，当时江苏省四级及以上航道里程仅
为1781公里，在当时国家尚未将内河航
运作为发展重点时提出上述目标，显示
了他们的眼光和决心。

规划有了，就坚定不移执行。江苏
用5年时间将京杭运河苏北段全面升级为
二级航道和三线船闸建设，实现由水运
大省向水运强省的跨越。相比有些地区
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立项跑8年，建设10年
仍未完成的“慢节奏”，江苏内河水运

建设速度令人惊叹。
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内河航道公益

属性，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内
河水运的责权利，明确县级以上政府
都有对应的水运建设发展资金预算，使
得内河水运发展在法律法规和资金上
有了强有力的保障。相对于一些地区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提出早，但执行时却没
思路、没措施，观望情绪浓厚，等靠拖延
问题突出，江苏在政策倾斜内河航运发
展的时候不等不靠，千方百计用好政
策 用 足 政 策 才 造 就 了 今 天 的 内 河 第
一。

决心恒心绘就蓝图

□记者 高 翔 通讯员 郝雪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在济南组织召开《东营

港总体规划（修订）》审查会议，省国土资源厅、省交通运输
厅港航局、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等16家单位的30余名代表和
特邀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原则同意通过评审。

此次修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了规划水平年，
根据《规划》，2030年东营港货物总吞吐量将达到1 . 5亿吨，
2040年东营港货物总吞吐量将达到1 . 9亿吨。二是进一步提高
了码头等级，近期将先行建设10万吨级航道。三是调整了港口
总体布局规划方案和港口性质，按照《规划》，东营港将逐步
形成以东营港区为核心，以广利港区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广北
港区和广饶港区为辅助的港口格局。

《东营港总体规划（修订）》

通过省交通运输厅审查

□尹琨 陈伟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岚山区交通运输局开展道路

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确保冬季道路运输安全有序。
该项行动重点检查客货运输、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安全

管理工作台账，车辆、驾驶人档案，培训、宣传教育档案；
排查运输企业是否存在挂靠经营模式，查看车辆GPS日常运行
管理情况，检查24小时动态监控措施、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
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等落实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
时提出整改措施意见，并限期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全区道路
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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