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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 辉

□ 本报记者 陈明 吴荣欣

截至2017年12月28日，山东沿海港口
吞吐量突破15亿吨，较2016年同期增长
5 . 4%，总量居全国第2位。在吞吐量屡创新
高的同时，我省沿海港口积极培育新动能，
推动港口转型升级，打造引领行业发展的绿
色港口、智慧港口，打造全程物流，实现了
新跨越，为提高我省物流周转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发展临港产业、增加产业效益、促
进新旧动能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山东经
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绿色港口

实现港城协调发展
“既要港口发展，又要碧海蓝天”的绿

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近年来，我省沿
海港口企业全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港口建
设，构建起以高效能、低能耗、低污染、低
碳排放为基础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模式。

在青岛董家口港区以打造绿色生化港口
为目标，打造了一个“干煤不见粉尘、干矿
不见矿粉”的绿色环保型港口。日照“海龙
湾”工程是全国首个港口工业岸线退港还
海、生态修复项目，项目完成后将形成一个
总面积达46万平方米的自然沙滩，日照石臼
港区煤炭作业区也将整体南迁至10公里外的
南作业区，煤炭堆场的2100亩土地将还给城
市，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开发。

“‘东煤南移’项目完成后，日照港疏
港铁路将与瓦日铁路连接，日照港铁路集疏
港运输实现‘南进南出’，解决了现有集疏
港铁路穿越城市主城区的问题，优化了城市
空间布局，实现了港口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及
日照港的转型升级。”山东港湾建设集团副
总经理赵昌年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沿海港口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动新港区开
发建设和老港区改造搬迁。目前，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日照港岚山港区、烟台港西港区
等新港区已形成规模。

智能港口

科技创新领跑全球
“2017年5月11日，青岛港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开业当天运营
效率达到26 . 1自然箱/小时，到了10月份就
突破30自然箱/小时，作业效率已经遥遥领
先欧洲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青岛新前湾
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栾宝波
说。2017年12月3日，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
在“以星芝加哥”轮作业中，仅用9个多小

时安全完成全船1785个自然箱装卸作业，单
机平均作业效率达到39 . 6自然箱/小时，一
举创出全球同类码头单机平均作业效率最高
纪录，且全面超过传统人工码头作业效率。

栾宝波说,在青岛港集团主导下，融合
物联网等尖端信息技术，数十家合作方参
与，仅用3年多时间就打造出具有中国人自
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码头，仅是国外同类码
头研发建设时间的三分之一，建设成本也仅
为国外同类码头的75%，开创了低成本、短
周期、高起点、全智能、高效率、更安全、
零排放的“青岛模式”。码头装卸运输设备
全部采用电力驱动，单位耗能最低，实现零
排放和无灯光作业；首创了世界上重量最
轻、循环补电、巡航里程无限制的集装箱自
动导引车，并节省换电站建设费用过亿元，
比同类设备重量减轻10余吨；首创机器人自
动拆装集装箱扭锁，实现生产全程自动化；
首创轨道吊“一键锚定”系统，解决了大型
机械防瞬间大风的全球性行业难题……青岛
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为一批世界性技
术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走出国门

打造全程物流
2017年，3000万吨由博凯矿业（几内

亚）公司开采的铝矾土通过博凯内港码头，
由韦立集团自有船队承运，运抵三方合资的
烟台港西港区再由烟台港船队装船中转，经
滨州套儿河港区合资码头卸船，直送魏桥铝
厂堆场。烟台港不仅成为国内最大的铝矾土
卸货港，也打造出一条自国外矿山到终端厂
家用户、集多式联运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在经济全球化和物流供应链管理时
代，港口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吞吐量规模
之争，而是港口物流供应链服务层级的竞
争。”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波表
示。博凯内港码头项目，是烟台港跨出国
门、走向海外的第一站，也是烟台港打造全
程物流链、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桥头堡，更被
视为烟台港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
的重要战略支撑。

据了解，2016年7月9日，博凯内港1号

港区4个码头主体竣工，目前码头全面进入
生产状态，当年出运铝矾土1200万吨。2017
年完成3000万吨，预计今年将达到4000-
4500万吨。加上中非散杂货班轮航线运量，
几内亚铝矾土全程物流链每年将为烟台港贡
献吞吐量亿吨以上，成为烟台港历史上第一
个亿吨货类。

投入2600多万元，建起国内最大规模的
混矿基地；最多可以进行五种矿石同时配
比，重量精度控制到了千分之三以内；由于
精准配比、可以满足客户各种需求——— “董
家口标准矿”一举成名。青岛港联手巴西淡
水河谷公司在董家口港区建设铁矿石分销中
心。从过去的单纯装卸作业，发展到提供全
程物流、融资、代理等综合服务，董家口港
区加快业务创新，有效提高了港口竞争力。
中国最大“矿石超市”的打造，吸引了65%
的来华40万吨超级大矿船靠泊董家口港，实
现了“把矿山搬到青岛港”的目标。随着疏
港铁路开通，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的铁矿石将
实现门对门全产业链条，把董家口港打造成
为东北亚矿石交易贸易中心。

□记 者 陈昕路
通讯员 季 龙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这些小巧灵活的消防
摩托车，启动时间短，可以迅速穿越狭
窄巷道、拱桥、阶梯、崎岖小路，正适合
用于景区灭火。”日前，枣庄市台儿庄古
城消防中队中队长吴学伟说，这是台儿庄
消防部门针对古城道路特点，为解决古城
内狭小街巷开展消防巡逻和灭火救援的
需要而配备的新型消防装备。据了解，
为了保卫古城各交通干道的消防安全，
台 儿 庄 古 城 消 防 中 队 做 了 大 量 安 保 工

作。
台儿庄古城，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心

点，坐落于枣庄市台儿庄区和鲁苏豫皖四
省交界地带。台儿庄依水而建，古城内水
系发达，河道纵横交错，贯穿城内，而且
建筑多沿河道而建。古城建设之初，古城
管委会建造了数十艘用于游客游览古城景
区的单桨木船，并在木船上垂挂了串串观
赏小灯笼，但这些小灯笼全部靠木船上装
载的电池供电，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火
灾，危及游客安全。另外，由于古城河道
众多，且水位较深，每年来古城旅游的游

客，时常发生溺水现象。
“为了解决水道交通隐患，在当地消防

部门的帮助下，古城景区管委会出资为古城
消防中队购置了山东省第一艘内河消防
艇。”台儿庄消防大队教导员周峰说，这种
消防艇机动灵活，转弯半径不到10米，非常
适合在狭窄拥挤的古城内部水域、运河河道
等处使用，破解了消防官兵在扑救景区火灾
时，消防车无法深入的难题。

在古城内，有不少游客会惊喜发现，
一架袖珍飞机模样的机器在空中发出“嗡
嗡”的轻微轰鸣声。这是古城消防中队在

利用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对景区每一处
防火重点部位进行实时全景监控。

据了解，如今，古城消防空勤力量已实
现空中发现警情、地面及时处置、水上快速
支援的“水陆空”消防应急处置机制的完
善。在景区中任何地点发生火情，无人机监
控小分队会在1分钟内发现火情并进行通报
和初期处置，而景区内摩托车巡逻队和消防
艇3分钟内就可抵达现场处置，景区内其他
消防力量5分钟内赶到增援。值得欣慰的
是，自台儿庄古城开城以来，古城景区未发
生一起火灾事故。

□于淑江 孙兆明 报道
本报沂南讯 2017年以来，齐鲁交通发展集团青临分

公司沂南东收费站充分发挥当地红色资源优势，传承红嫂
精神和沂蒙精神的红色基因，将沂蒙精神融入业务工作，
积极开展沂蒙志愿服务关爱活动。

该站通过设立沂蒙先锋岗和红嫂先锋岗，在节假日期
间积极为司乘人员提供指路、政策咨询，免费提供开水、
应急药品，赠送交通地图等服务活动。成立了“沂蒙先锋
志愿服务队”，积极开展向驻地敬老院献爱心、看望建国
前老党员等活动。志愿服务队自发组织统计了沂南县所有
3A级以上9个景区，详细标注了路线、里程和景区景点简
介，极大地方便了来沂南“红色游”和“乡村游”的乘
客。截至目前，该站开展了5期“红嫂故事汇”。

□通讯员 许传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针对超限车辆夜间运输频繁的现象，2017

年以来，日照市公路局治超站强化装备防护规范、巡查引导
规范、警示放行规范、违章处罚规范“四个规范”，通过采
取不间断治超方式，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大幅度减少，道路运
输秩序明显改观。

该局通过岗前对治超人员“两证一牌”、反光头盔、背心、
应急照明灯具、对讲机等进行统一检查，确保个体防护设备佩
戴齐全，加强装备防护规范。完善夜查工作程序，加大夜间巡
查力度，带班领导根据各岗位反馈的实时路况信息，对超限
车辆进行分类引导，确保其安全进站，确保巡查引导规范。
严禁夜间追车行为，在站区出口处增设警灯及照明设备，便
于执法人员在警示闯关车辆的同时，对其信息登记造册，实
施动态管理，强化警示放行规范。在车辆进站后，根据其超
限情况，分类定点停放，便于快速通行，减少安全隐患；及时上
缴罚款，按需领取票据，确保票款安全，强化违章处罚规范。

□通讯员 李朋 报道
本报乳山讯 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乳山市交通运

输局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最重的政治任
务，积极探索脱贫新路子，用“绣花”功夫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积极推进县乡公路改造建设。

该市投资5000余万元对河夏线等5条线路共15 . 24公里
进行改造。同时，投资2300余万元对35条县乡路380公里路
段增设交通标志、标线、护栏、山体防护等安防设施，全面
提升县乡路安全保障能力。积极开展扶贫村道路改造、维
修、安保工程，投资330余万元，对贫困村进村道路进行维
修改造，确保全市45个贫困村每村至少有1条进村路与主干
公路相连。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城乡公交一体化布局，调
整公交线路，增设站点，增加班次，方便群众出行。依托垛
山生态休闲观光园，采取双方合作的方式，利用30万元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在崖子镇张格庄村建设了4亩樱桃大棚，为
贫困户人均年增收600元—800元。

“水陆空”联动守护古城安全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科技创新领跑全球，走出国门打造全程物流———

沿海港口培育新动能实现新跨越

沂南东收费站
将沂蒙精神融入业务工作

□高仁涛 郭超 报道
本报临沂讯 2017年，临沂市坚持“建管一体、护运统

筹、机制保障、群众参与”的长效管理体系，“四位一体”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打造农村幸福路、农民致富路，
投资14 . 1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1289公里，超额完成市政府
确定的1000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民生任务。

临沂市政府下发《临沂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办
法》《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消除
等外路、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基本完成窄路面改造，
解决“畅返不畅”问题；重点推进旅游景区、产业园区、特
色小镇、历史文化名村、美丽乡村精品村、农家乐示范村等
农村公路改造；实施“农村公路+便捷出行、美丽乡村、特
色产业、全域旅游、电商物流、就业扶贫”，把农村公路打
造成“产业之路、生态之路、文明之路、致富之路”，形成
“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省政府、省交通运输
厅、市委、市政府领导对该市交通扶贫“1+6”的做法分别
作出批示，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兰山区、罗庄区、
河东区、临沭县被列为全省第三批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

据悉，2018年，临沂将在提档升级、优化布局的基础
上，全面完成三批村级公路网化建设任务，届时将实现全市
村级公路网化覆盖率100%。

临沂超额完成
1000公里农村公路
新改建任务

日照公路局强化“四个规范”
确保治超安全

乳山交通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记者 陈昕路 通讯员 侯春燕 报道
本报平原讯 近日，由平原县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平

原县捷运顺丰集装箱储运有限公司、山东济铁平原铁路物流
有限公司、青岛港易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平原分公司三家联
合申报的德州“无水港”集装箱公铁水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成功入选山东省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库，成为德州市唯一
入选项目。

德州“无水港”集装箱公铁水多式联运项目依托平原—
青岛港“平原号”集装箱班列，计划将原有平原铁路物流中
心升级改造为平原“无水港”，通过运作模式创新、智能化
多式联运协同信息平台的研发应用和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
公路、铁路、水路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从而达到提高
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基本目标，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
“新动能”。据悉，“平原号”集装箱班列于2016年3月24
日开通，截至目前已开行840列，运送集装箱45452标箱，成
功跃居山东省集装箱班列运输第二位。

德州“无水港”集装箱公铁水
多式联运入选省项目库

▲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 本报记者 常青 吴荣欣

“三位一体”

新模式创铁路征迁先例
2016年底，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

求，组建不足两个月的鲁南高铁公司立即
进入“临战”状态。按照铁路建设的“老规
矩”，征地拆迁应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项
目启动后一至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全部
征迁工作已司空见惯，边拆迁边施工也实属
正常。

鲁南高铁项目作为以我省主导投资建
设的高速铁路，其优势在于，沿线各级政

府都是这条高铁的股东，与建设管理单位
同属“一家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鲁南
高铁公司在开工筹备前决定将地方政府由
传统铁路建设模式中的配角转变为主角，即
征地拆迁工作由建设单位与地方各级政府
共同担责，地方政府承担主体责任，沿线各
级地方政府分别建立由市、县、乡镇组成的

“三位一体”征拆体系共同完成征迁工作，同
时探索多种融资方式，落实资金，及时兑付
征拆补偿款。

“三位一体”征迁体系在鲁南高铁项
目中的良好运转，打破了施工单位进场后开
始启动征拆工作的常规，省略了施工单位重
复确认的程序，减少了繁琐，且依法合规。据
了解，临曲段共需征地6698亩，拆迁房屋1700

余户，施工单位进场前，农用地清表已完成
80%，房屋拆迁完成60%，创造了铁路建设征
拆工作中绝无仅有的先例。

依法合规

“一把尺子”破解征迁困局
“用对政策，依法合规，公平公正，

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是我们破解征迁
难题的金钥匙。”鲁南高铁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在征迁之初，鲁南高铁公司与各级地
方政府共同编制了征地拆迁政策法规汇
编，同时组建了一支懂政策、业务精、作
风优的征拆队伍，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
在不断的实地实践中，各级征拆人员总结
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始终坚持
“一把尺子量到底”，即补偿标准一经确
定就是红线，各级人员不得擅自改变，特
殊情况须协调乡镇、县、市政府统筹解
决。

在具体操作中，鲁南高铁公司在严格执
行统一政策的同时，注重与维护群众切身利
益相结合，倾听群众呼声，重视被征迁人的
合理诉求，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使
民众能够“明明白白丈量，安安心心拆迁”。

同心同德

征迁双方相互理解谱和谐
“在我们工程建设人员的思维定势

里，拆迁单位与被拆迁人群注定是一对难
解的‘冤家’，但在鲁南这块土地上，征
迁双方的互相理解，相互配合，令人感
动。”鲁南高铁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鲁南高铁日照至临沂段计划需要征地
6174亩，拆迁房屋1500余户。面对祖坟迁
移、房屋拆除，土地被征，世代生存在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再一次作出了牺牲。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临沂邵双湖村村民
李春山，用多年在外打拼的积蓄回家创业，
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工厂，想挣点养老钱。当得
知高铁要穿过自己刚建的新厂房时，他没让征
拆人员费周折，带头签下拆迁协议。“建设鲁南
高铁是党和政府给咱老区人民办好事，我们
必须全力支持。”李春山这样告诉记者。

人民群众大力支持高铁建设，高铁参建
者也时刻把老区人民放在心里，妥善安排困
难群众搬迁的同时，千方百计做好复耕土保
护工作，尽力减少对耕地的占用和伤害，
这些或大或小的换位思考与竭力相助都赢
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赞许。

新时代交通建设“鱼水情”
——— 鲁南高铁征迁记

2016年底，我省有史以来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条

件最复杂、沿线人口最多的铁路项目——— 鲁南高铁正式拉开建设序

幕，这条投资750亿元，纵贯鲁南、惠及沿线3500万民众的高速铁路自

开工那天起就承载着鲁南人民盼望便利出行的殷切希望。工程建设，

征拆先行。在这片沂蒙土地上，老区人民用决不耽误工程进度、决不

阻碍征地搬迁的实际行动，征迁双方用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互助模

式，改变了以往征迁双方固有的“冤家”对立状态，在这片红色土地

上演了一出出新时代的“鱼水情”。

证件挂失
胡勤伟 记者证B370001550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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