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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芳
本报通讯员 韩蕾 于剑峰

新春伊始，山东省港口集团捷报频传：
全国首创保税原油混兑调和业务启动，山
东自贸区青岛片区油品政策首个项目落
地；烟台港创出单船卸率12196吨/小时，刷
新铁矿石接卸纪录；日照港完成中铝几内
亚博法项目首船铝土矿接卸，“一带一路”
沿线产业布局发力；国内首单退税低硫船
舶燃料油跨省转关业务完成，服务新业态
拓展取得突破……

而数字的表现更让人惊喜：在遭受疫
情影响的1至2月份，山东港口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吞吐量却分别同比增长4 . 7%和
1 . 8%，实现了难能可贵的逆势上扬。

事实雄辩地证明：握指成拳、向海图
强，山东港口一体化发展红利初现。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的3月8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
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
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
口。殷殷嘱托，重若千钧。2019年8月，山东
省港口集团正式成立。由此，货物吞吐量全
球最大的港口集团在山东诞生，我省沿海
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掀开新的篇章。

因使命而生，是山东省港口集团的天
然基因。地处“一带一路”十字交汇点和“东
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关键节点的山
东港口，肩负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的神圣使命，得享山东省自贸区、上合组织
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
略的持续赋能、红利叠加。

组建之后，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先要扛
起建设海洋强省、促进全省港口一体化发
展的重大责任，首要任务便是结束山东各
港口长期以来“诸侯纷争”的格局，解决同
质化竞争、大而不强等问题。“一体化”成为
破题的关键词。由此，“港口规划‘一盘棋’、
资源开发‘一张图’、管理服务‘一张网’”的
一体化发展思路应运而生。青岛港、日照
港、烟台港、渤海湾港口四大港口集团发挥
党建引领优势，握指成拳、齐心协力，向着

规模化、集约化、协同化发展一路奔跑。
思路一变天地宽，山东省港口集团连

出“组合拳”剑指各类顽疾：针对内部过度
竞争问题，全面梳理优化整合港口业务，实
现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针对重复建设和
低效投资问题，委托第三方重新论证拟建
和规划项目，暂缓一批项目建设；针对发展
方向不够明晰的问题，明确“港口航运、金
融贸易、邮轮文旅”三大主业，加快推进金
控、港湾建设、产城融合等十大板块公司组
建和业务整合；针对格局定位不够精准的
问题，启动山东港口“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积极参与全省港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和
全省港口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更好
地融入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针对整体竞
争力不够强的问题，规范市场秩序，强化业
务统筹，推出科学灵活的商务费率政策，增
强山东港口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在山
东省港口集团这个“棋眼”的作用下，山东
港口从竞争对手变成了通力合作者，大家
都是一家人，算的都是一本账，“合作、合
力、合心”成为主流，各自为政变成了“整
合、融合、耦合”。

这种资源整合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2019年新开通集装箱航线10条，航线总数
达到282条，数量和密度稳居北方港口首
位；省外开辟国际陆港5个，省内设立铁路
物流园区10个，新增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
10条、国际跨境班列5列；发布东亚海上贸
易互通指数，设立千亿规模陆海联动发展
基金，启动山东港口原油到岸指数和估价，
山东港口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2019年，山东省港口集团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实现了10 . 8%和9 . 7%
的增长，吞吐量增幅、增量全国领先，收入
和利润增长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各港口集
团量效齐增，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吞吐
量分别突破6亿吨、4亿吨和3亿吨，渤海湾
港口集团自山东港口组建以来吞吐量增幅
达到26%。

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山东港口更是紧
紧抱成“一家人”，整体发力、相互支持，不
仅确保了数万名员工及外来人员“零感染”
的良好态势，而且展示了整合后更强的国

企担当。疫情发生后，山东省港口集团第一
时间组织捐款捐物，倡议书发出后7小时内
捐款突破450万元，通过国际客户抢订1万
套医用防护服捐赠给省内一线医护人员，
最终累计捐款捐物2000余万元。四大港口
集团还与海关等口岸部门联动，对载有防
疫物资的到港船舶“零待时进港”，装卸“零
待时作业”，货物“零待时交付”。截至3月2
日，山东港口累计接卸防疫物资80艘次、
1500余标准箱，以最快速度通过铁路向湖
北地区发送26标准箱疫情防控物资；为200
多家客户累计降本让利2100多万元，在金
融服务环节为80多家中小微企业降费让利
超百万元。

山东省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
高原表示，山东省港口集团将紧扣港口主
业高效发展，依托港口优势放大发展，跳出
港口窠臼创新发展，不断增强山东港口竞
争实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近

期，要以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为抓手，厚
植叠加国家战略与港口自身优势，充分把
握全国疫情防控稳中向好的有利态势，充
分释放近期被压抑的投资需求，抢抓国家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新机遇，主动担
当、科学谋划、大力推进与地方党委政府

“港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积
极培育培植依托港口的特色链式产业园及
相关产业。要继续坚持改革、发展、谋划未
来“三个同步”，巩固扩大山东港口一体化
改革发展良好态势，实现与所在市党委政
府关系更加密切、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程度
更加深入、助力腹地经济增长贡献更加突
出，让各级党委政府满意、让合作伙伴和服
务对象满意、让广大员工满意“三个更加、三
个满意”，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物流枢纽
港、一流的金融贸易港、一流的产城融合港、
一流的邮轮文旅港、一流的智慧绿色港”，向
建设“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
全球”的世界一流海洋港口阔步迈进。

□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于剑峰

3月1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三
期集装箱码头“克里弗德马士基”轮装
卸作业中，作业人员完成进出口中转箱
11568TEU装卸，创该港单船中转箱量新
高。其中，船时效率305自然箱/小时，
单机平均效率35 . 5自然箱/小时，两项指
标均创今年新高。而根据3月2日全球最
大船公司马士基发布的2020年1月马士基
综合绩效排名，山东港口青岛港集装箱
排名第一，继2019年夺得马士基全年远
东集装箱码头泊位效率冠军之后蝉联桂
冠。

要攀登到事业顶峰，就要靠心无旁骛
攻主业。山东省港口集团组建以来，围绕
主业发展辅业，集中力量、资源和精力在
优势发展、特色发展上“双管齐下”，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在市场竞
争中始终领先一步，拥有并不断丰富山东
港口无可比拟、无法复制的要素和禀赋，
凸显了主业致胜、业绩为王的优势。

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
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
新格局。坚持陆海双向发力，海向加大与
船公司合作，全力争引全球前20大船公
司在山东港口开航线、升运力，新开通集
装箱航线10条，航线总数达到282条，数
量和密度稳居北方港口首位。陆向联合海
关、铁路、船公司等共同开发中西部市
场，在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举办
高层次业务推介会，在省外的兰州、西
安、银川等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开辟国际陆港 5个，在省内的枣庄、济
宁、德州、菏泽等地设立铁路物流园区

10个，新增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10条、
国际跨境班列5列。

积极推动山东自贸区和上合示范区试
点政策落地。青岛港成为国内首个具有保

税原油混兑调和功能的沿海港口，外贸原
油国际中转首航成功启动。烟台港启动国
内首单退税低硫船舶燃料油跨省转关业
务。山东省港口集团投资210亿元的2020

年首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同时，伊藤
忠、齐鲁号等重点项目洽谈加快推进，彰
显着山东省港口集团乘势而上的决心和信
心。

□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于剑峰

3月2日，淄博市人民政府与山东省
港口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淄博内陆
港启动仪式以视频联动方式在青岛、淄
博两地同步举行，淄博内陆港首列“淄
博—黄岛”五定班列鸣笛开行。通过战
略合作，以淄博保税物流中心为基础合
作建设淄博内陆港，推动淄博地区资源
货源和山东港口班列航线优势互补、无
缝对接，联合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物
流枢纽城市，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

这是山东省港口集团发挥平台思维、
促进创新发展的众多案例之一。通过整
合，山东港口构筑起全球港航“超级平
台”，以更多资源、更大空间、更强实力

打造整体竞争优势，对科技创新、区域经
济发展、对外开放等起到更有力的促进作
用。

山东省港口集团建设智慧绿色港口创
新平台。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广泛开展
“油改电”“油改气”技术改造，青岛港
集装箱自动化码头首创“氢动力+5G技
术”等6项全球科技成果，引领我国港口
智能等级迈入世界最高水准。加入航运业
首个区块链联盟——— 全球航运商业网络
（GSBN），开启了数据资源赋能港口创
新发展的新局面。广泛应用L NG 、氢
能、船舶岸电等清洁能源。日照港集装箱
自动化堆场、烟台港干散货码头系统自动
化水平稳居全国港口前列。积极推动“平
安港口”建设，确保了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山东省港口集团致力于打造港产城融

合发展平台，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组建伊
始，第一时间走访港口所在七市党委、政
府，以及省内外其他城市，彰显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青岛港邮轮
母港、日照港海龙湾、烟台港老港区改造
等项目稳步推进，渤海湾港相关项目加紧
论证，港产城融合度进一步提升。积极争
取所在城市支持，分别与青岛、日照、淄
博、枣庄等市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海铁
联运、物流园区建设、城市开发、扩大开
放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争取青岛、日
照等市出台支持山东省港口集团发展的一
揽子政策，进一步优化港口发展软环境。
认真研究山东自贸区、上合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物流枢纽城市相关配套政
策，有效推动政策落地。

山东省港口集团打造对外开放平台
放大开放效应。成功举办2019“一带一

路”陆海联动高峰论坛、山东港口2019
油品大会，承办全国煤炭交易大会，发
布东亚海上贸易互通指数，设立千亿规
模陆海联动发展基金，启动山东港口原
油到岸指数和估价，山东港口国际地位
和影响力迅速提升。坚持招大联强、共
赢发展，分别与中远海运、中国交建等
行业巨头成功签署合作协议，累计签订
合作协议30余份。分别与韩国平泽港，
日本大阪港、横滨港、伊藤忠商社签署
合作备忘录。出访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
克，与俄方港航企业全面开启合作，进
一步畅通山东港口跨西伯利亚大陆桥陆
海运输新通道。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意
大利瓦多港码头项目投入试运行，几内
亚矿山项目、缅甸马德岛原油码头、巴
基斯坦卡西姆煤炭码头项目运营顺利，
港口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

□通讯员 李晓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4日，经过近10天的海上航行，载有2个

冻柜40吨冻马哈鱼的CSCL MANZANILLO轮顺利抵达越南
胡志明港，这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青港物流冷链中心完成的首
票水产中转越南业务，标志着青岛口岸至越南的中转业务全
面打通。这也是青岛港继2019年4月青港物流冷链中心首次完
成转口泰国并在中转港签发卫生证书和再出口证明业务后，
不到一年时间打通的又一中转航线，将成为今年越南乃至东
南亚国际水产中转业务增量的增长点。

1月中旬，山东港口青岛港青港物流冷链中心根据客户
“中转越南水产品”的需求，迅速成立国际中转业务专班。
针对“双边注册国家不能签发卫生证书和再出口证明”的情
况，专班积极类比国内其他口岸相关情况，加强政策研读，
在海关等部门支持下，结合自贸区政策中“全链条施策，支
持建设东北亚水产品加工及贸易中心”的措施，顺利实现新
业务开通。

为保证疫情期间的业务办理效率，山东港口青岛港青港
物流冷链中心积极优化组织生产，全面发挥全程物流优势，
解决了2月冻柜高峰与疫情带来的运输车队、人员压力等难
题。仅用2天时间，青港物流冷链中心便完成了此次水产中转
货物订舱到码头装船，为客户提供了优质高效服务。

自疫情发生以来，山东港口青岛港青港物流冷链中心坚
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积极拓展市场，保证生产计划兑
现。2月份以来，冷链中心入库冻肉、水产共1 . 2万吨，同比增长
62 . 1%，库存量增至3 . 8万吨，创历史同期库存量新高。

□通讯员 姚晓双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4日，山东港口日照港石臼港区集装箱

码头改造三期工程复工。在疫情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山东港
口日照港主动化危为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和重点工程
项目复工，实现了快速复工，形成了大干局面。

战疫情，保复工，港口责无旁贷。山东港口日照港认真
落实山东省港口集团要求，全年投资50亿元用于工程建设，
连续召开加快重点工程复工专题会议、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推
进工作会议，反复研究工期，确定施工方案，坚持在工程建
设上做到“六个突出”，即突出满足实际使用，努力优化设
计和建设方案，做到项目建成马上能用、好用；突出确保安
全和质量，努力提升施工现场的管控水平，用严格的管理、
严格的程序保障安全；突出早建成、早投用，真正实施好挂
图作战、重点项目如期完成；突出降低工程造价，努力做到
精打细算，严控分包工程；突出机遇意识和使命意识，努力
争取项目前期工作有所突破；突出员工队伍建设，努力提升
员工的业务技能水平。

立说立行，以战斗姿态加快复工建设。山东港口日照港
各级工程管理人员真抓实干，深入现场，以项目部为中心，
在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盯住进度。同时，成立党员先
锋岗、青年突击队，建起施工现场隔离点、检查点，并进行
全面消毒，实现封闭式施工；强化安全培训，开展案例教育
做好防疫推演，细化应急措施，确保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全面加快建设进度。

东煤南移工程、30万吨级原油码头三期工程、山钢成品
码头工程、岚南#12、#16泊位工程、日照港—京博输油管道
工程……随着一系列重点工程的陆续复工、开工，山东港口
日照港掀起了工程建设大干快干的热潮。

□通讯员 张磊 报道
本报烟台讯 3月3日，山东港口烟台港芝罘湾港区35条

化肥作业线同时开启，在服务本地春耕的同时，从2月下旬开
始，平均每日4000吨化肥由烟台港疏运到周边地区及东北，
保证周边地区及东北春耕备耕期间对化肥的需求。

受疫情影响，本应春节过后开始运输至东北的化肥，积
压到2月下旬开始输运，并且部分化肥“公改水”，使化肥疏
运量骤增。

山东港口烟台港对春耕化肥运输开启“绿色通道”，优
先安排、优先承运、优先组织、优先装卸，全力保障春耕化
肥疏运。联合通用公司、集装箱公司与客运公司通力协作，
开展化肥港内疏运接力，精细做好客户对接、化肥装车、集
装箱装运和滚装车安检上船等各个作业环节的衔接。在服务
本地春耕方面，成立大袋化肥作业专业队，开展本地大袋化
肥公路运输，通过合理组织人力、装卸机械，保证化肥随到
随装，随装随走。

多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核心
理念，依托优质、高效的装卸服务，致力为客户提供一流物
流效率、一流仓储管理、一流货运质量的钾肥保税转口服
务，不断构建完善化肥供应链体系，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化
肥进出口口岸和贸易市场。

2月下旬至今，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化肥疏港装车1420
辆，集装箱330箱，其中通过烟台至大连航线出口化肥运输车
辆348辆，总计4万吨化肥疏运。

山东省港口集团：

全省一盘棋，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心无旁骛攻主业 增强核心竞争力

构筑全球港航“超级平台”
以更强实力打造整体竞争优势

□通讯员 黄向东 报道
3月1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三期集装箱码头“克里弗德马士基”轮装卸作业中，作业人员完成进出口中转箱11568TEU装卸，创该

港单船中转箱量新高。

山东港口青岛港

首票水产中转越南业务完成

山东港口日照港

全力加快重点工程建设

山东港口烟台港

“绿色通道”保障春耕化肥疏运

□通讯员 汲伟 吕晓敦 报道
本报滨州讯 3月4日，随着设备的轰鸣声，标志着滨州

市重点项目山东港口滨州港海港港区9#泊后方陆域形成工程
正式复工。

“该项目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直未按计划复工。”
山东港口滨州港项目部项目经理孙化利介绍，为有序复工，
确保施工进度，该项目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单位关于疫情期
间的决策部署，根据项目特点，制订山东港口滨州港海港港
区9#泊位后方陆域形成工程复工工作方案、滨州港项目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方案、滨州港项目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孙化利说，通过调拨、储备防疫物资，设置进出
人员检查点和隔离观察用房，确保防疫物资、复工人员、施
工材料和设备充足。并且对现场施工人员做好出入的登记和
体温测量等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滨州港海港港区液体散货作业区，
主要包括南侧新建围堰及后方陆域形成项目。南侧新建围堰
总长1029 . 3米，陆域形成总面积约26 . 9万平方米，通过吹填
形成，设计吹填高程7 . 5米，总吹填量为165 . 66万立方米。
目前砂垫层及袋装砂堤身已全部完成，块石护面完成70%。

目前，施工建设秩序正常，防疫工作均在有效、可控状
态。

山东港口滨州港

海港港区9#泊位

后方陆域工程复工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揭牌成立。(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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