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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 芳
本报通讯员 孔祥涛

5月3日上午，在山东省港口集团青岛港
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101泊位，随着一声汽
笛长鸣，山东省港口集团·海丰国际控股冷
链生活资料东南亚—青岛快航成功首航。这
是山东港口开通的首条青岛到东南亚的冷链
生活资料直达航线，将过去经陆路运入中国
的火龙果等冷链生活资料改为海运，仅需5
天即可抵达青岛。

以此次冷链快航开通为切入点，山东港
口全力破题冷链物流业态升级，加快由目的
港向枢纽港、物流港向贸易港升级。山东省
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霍高原表示，山
东港口将顺应转折，把握趋势，抢抓机遇，
主动由单一生产资料运输港向生产资料、生
活资料综合运输港转型，打造有重要国际影
响力的冷链港、生活资料港和“一带一路”
海上战略支点。

抢抓国际物流链重组

新机遇

“过去我们只能叫冷库，是冷链的一个
点，干一些仓储、接卸的基础业务。现在我
们提供冷链全程物流解决方案，今年1—4月
份入库量6 . 15万吨，同比增长15%，实现逆
势增长！”青港物流冷链中心经理陈宪文
说。如今在山东港口青港物流冷链中心，18
个冷库月台口、17个查验月台口常常是“口
口爆满”，查验、装箱、拆箱一派热火朝
天。

冷链路径，是冷链客户与港口等伙伴
多年合作形成的完整产业路径和链条，牵
一发而动全身，轻易不会改变。山东港口
敏锐地洞察到疫情影响下国际物流链变轨
带来的机遇，逆势而谋，撬动了市场新商
机。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全球航运物流
业集疏运效率降低，国内多个港口的冷藏
集装箱接卸能力陆续呈饱和状态。山东港
口青岛港充分发挥冻柜插头充足、堆场空
间富余的优势，主动联系遇到困难的船公
司，与客户一起重置中转路径，引导船公
司 转 移 到 青 岛 港 接 卸 冻 柜 。 这 番 “ 操
作”，不仅为客户、船公司纾困，而且让
青岛港的冻柜操作量同比不降反增。更重
要的是，此举改变了很多客户传统的冷链
路径，为青港物流冷链中心带来了充足货
源和广阔前景。

为提升客户体验，青岛港在服务上下
足功夫：通过自主研发查验预约系统，缩
短预约、派车、现场靠口时间，有效提高
查验通过能力和查验效率；加装40个冻柜
插座坪，为当天不能提箱又不入库的查验
客户提供“以箱代库”解决方案……这些

新举措，给原来不走青岛口岸的冷鲜客户
带来耳目一新的便利体验，一家辐射全国
的进口水果贸易商甚至将青岛港改为北方
集散中心，每个月带来100个冻柜增量。这
种货源集聚，为船公司选择在青岛港开辟
冷链航线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1—4月
份，青岛港水产和水果查验量分别同比增
长120%、171%。

占据消费结构调整

新风口

发力打造“生活资料港”，根本上源
于山东港口对于消费趋势的预判。近年
来，“由生产者主导向消费者主导、由生
产推动到消费拉动”逐步成为市场共识。
突如其来的疫情催动冷鲜食品消费加速崛
起，冷链物流成为经济新风口。

作为中国北方水果和蔬菜的主要生产
基地，山东农产品冷链物流需求量以每年
10%以上增速稳步提升，今年预计将达到
3937万吨，居全国第一。作为全国最大的
冷冻箱接卸口岸，山东港口2019年冷冻箱
吞吐量近100万TEU，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一

位。这为山东港口打造具有国际重要影响
力的冷链港提供了雄厚基础。

基于这种判断，山东港口迅速启动冷
链攻势。海向，3月27日，青港物流冷链中
心通过青岛—威海集装箱内支线将两个载
有羊胴体的冻柜运抵威海港冷链运营中
心，标志着青岛港—威海港冷链内支线首
票业务圆满成功，青港物流共计向威海港
冷库分拨58个柜1430吨冻肉。陆向，4月16
日，载有10TEU冷冻肉类产品的“日照—
成都”冷藏集装箱班列从日照港铁路专用
线出发，驶向成都城厢站。这是山东港口
继济宁—青岛港“金乡大蒜号”国际集装
箱冷链班列开行后再次开通的冷链班列，
让山东港口辐射内陆的铁路冷链大动脉进
一步贯通。

“一港两地四区”

布局冷链新基建

精心布局之下，山东港口冷链港“联
络图”雏形已现：以青岛冷链母港为依
托，通过支线船、铁路等网络联动各港区
及内陆港，更多生鲜食品通过港口通道输

出海外，而全球冷鲜商品又可顺畅进入国
内，“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
开放新格局得到生动展现。

山东港口的冷链港布局，并未于此止
步。

冷鲜消费品需求不断增长，催化了供
应链新模式和新基础设施的更新迭代。3
月31日，山东港口与青岛西海岸新区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其中，青岛西海岸新
区政府将在董家口港区胡家山划出一平方
公里土地，共同打造集码头装卸、水产品
加工、金融贸易、市场交易、电子商务、
货物仓储、集约查验、货物中转、清关服
务等十几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冷链港
产园”。

接下来，山东港口将充分发挥一体化
改革优势，立足各口岸冷链资源总体布
局，构建以山东港口青岛港为母港，以胡家
山为中国北方冷链基地，烟台为区域冷链物
流基地、日照为冷链母港功能延伸区、威海
为水产贸易及加工中心区、潍坊为冷链物流
多功能聚集区、济南为国际食品贸易核心区
的“一港两地四区”，加速打造具有国际重
要影响力的冷链大港。

□ 本报记者 肖 芳

宋彦波，山东港口日照港股份二公司设
备维修队机修一班班长。工作23年来，他琢
磨出来的设备维修“金点子”数不清，使得
该公司设备维修质量提高了，设备故障减少
了，维修效率提高了，维修费用也节约了。
凭着这些实打实的业绩，他当之无愧评上了
“齐鲁首席技师”。

从事机械维修工作多年来，如何提升维
修效率、改进工具性能、优化维修工艺，一
直是宋彦波不断思索的问题。我们不妨来看
他的几个小故事。

过去，卸船机大车、小车轨道都是采用
手工焊接的方式，焊接一个接头耗时8小时

左右。一年下来，占用停机维修时间达400
小时，使整个卸船机维修工作很被动。

怎么才能把这些因为工艺落后而浪费的
时间给抢回来？怎么才能充分有效利用时
间，减轻维修压力？宋彦波动了一番脑筋。

他主动联系北京铁科院，去考察学习钢
轨铝热焊技术，并获得北京中铁科新材料技
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学成归来的宋彦波
熟练掌握运用钢轨铝热焊技术，除去准备时
间，焊接一个接头只需45分钟，既保证了维
修质量，又节约了时间成本，之前的难题迎
刃而解。

衬板是卸船系统运作环节中不可缺少的
磨损件，具有很大消耗量。宋彦波潜心观
察，认为可以利用废旧钢丝绳制作成“钢丝
绳衬板”。实践证明，钢丝绳衬板只需花费
过去三分之一的成本，便可以达到过去衬板
2倍以上的使用效果，经久耐用，还经济实
惠，每年可节省维修费用30万元。钢丝绳衬
板，由此成为矿石码头修旧利废的典范。

在卸船机作业过程中，宋彦波发现，抓
斗的平衡块不停地上下、左右运动，与锚头
接合部位的钢丝绳就会因受到冲击载荷，发
生频繁的扭曲而断丝。因此，钢丝绳的使用
寿命很短，需要频繁更换。这种情况给生产
造成了影响，也增加了维修量和维修费用。

经过大量研究实践，宋彦波发明了一种
“抓斗钢丝绳锚头组件”：在锚头与钢丝绳
连接处增设一个螺旋式弹簧，当抓斗在运行
中发生震动或摆动时，该弹簧对钢丝绳连接
过渡段起到减振、缓冲、保护的作用，有效
延长了使用寿命，每年节省成本达100万
元。该成果目前已成功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

矿石流程皮带机数量众多、占地广、交
叉多，大部分维修项目都需要维修人员脚踩
皮带机。维修中一旦有疏忽，因失误启动了
皮带机，就会导致人员伤害事故。

据悉，这种危险主要由于现场维修人员
与皮带机启停控制相脱离导致，皮带机维修

人员需要一种在现场控制皮带机启停的装
置，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宋彦波
发明了“双向拉绳开关锁”装置，通过此装
置，维修人员可以通过急停上锁的方式控制
皮带机的启停，将复杂的皮带机停送电流程
转化为简单的一个拉绳开关锁，简单、实用
且安全。

卸船机更换钢丝绳时，需要有维修人员
在卸船机下方整理盘起钢丝绳，存在安全隐
患。维修人员如果离开作业现场进行监护，
就需要有设施将放下的旧绳自动盘起。为
此，宋彦波发明了“钢丝绳自动缠绕架”，
不仅完善了钢丝绳更换的工艺，更确保了钢
丝绳更换过程中维修人员的安全，彻底解决
了这个难题。

近期，宋彦波又有了一个小打算：依托
公司现有的实用技术成果和人才技师资源，
把更多好学上进的年轻职工拉到创新队伍中
来，加快创新技术的孵化和创新成果的转化
应用，培养后备人才力量。

□ 本报记者 常 青
本报通讯员 朱文鹏

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港口正成为
国家、省、市推进新基建建设的重点领域。
今年以来，山东省港口集团用投资驱动和硬
核科技领跑“新基建”，努力做好“新基
建”产业链的投资者和建设者，以“新基
建”升级港口“新运力”、激活“新动
能”，实现“弯道超车”。

作为新基建的领衔者，5G正加速推动山
东港口集装箱码头向着科技智能方向升级蝶
变。2019年11月28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
动化码头（二期）投产运营，在多项全球首创
运用的高科技中，“5G+自动化”技术成为这
座无人码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一大亮点，
也让码头装卸效率从一个巅峰走向另一个巅

峰。今年4月15日，“德翔佛森堡”轮靠泊山东
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创出桥吊单机作业
效率44 . 6自然箱/小时的世界纪录，再次刷新
自己创造的自动化码头装卸效率。

不仅是全自动化码头，5G技术在传统人
工码头也得到尝试应用。历经两个多月的调
试，日前，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
的两台自动化轮胎吊调试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是传统堆场向自动化堆场转变的重要一
环。技术人员利用5G网络传输先后攻克现场
轮胎吊信号和图像的实时传送难题，远程操
控人员可全天候、无死角监控设备及场区。

如果说5G是为了更好地传输数据，那人
工智能则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数据。山东港口
烟台港将其与输油管道完美“融合”，让能
源运输变得有“思想”、更“聪明”。

2019年1月1日，烟台港启动管道智脑

系统二期项目，全球首创的Orgvision全息计
算技术在烟台港油品物流运输开始应用。这
个“决策大脑”的智能之处就在于可通过分
布式高并行计算，输出各维度决策辅助建议，
从历史角度分析复盘、从未来角度决策建议，
从而有了对油品运输的独特“理解”与“思
考”，进而赋予管理者更科学的决策支持。

5G的“洪荒”传输力、“人工智能”的
超强“决策力”让港口设备看得“更远”，
同样是“新基建”重要组成的物联网技术，
则让码头工人的双手持续解放，以人为本的
智慧港口正加速形成。

雨夜刚过，山东港口日照港股份二公司
皮带机值班室内发出“嘟嘟”的报警声，值
班员立即查看皮带带速信息，监控电脑提示
BJ2皮带机2号驱动滚筒双侧滚筒超温报警，
同时弹出现场滚筒热成像图，显示滚筒整体

温度较高。值班员按下停机按钮并向中控室
汇报。中控室随即要求机动巡检员现场确认
并快速降温，险情很快得以解除。

智能化技术为长度近20公里的皮带机织
起一张安全及时的“物联网”，而“暗藏”
在驱动位的检测传感器、红外温度传感器等
正是支撑这张网的一个个联接点。自动采
集、汇总、监控、报警，将辖区风险一网打
尽，2-3人动态巡检即可满足生产需要。

新基建意味着新机遇。面向未来，山东
港口将持续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政策环境，
拟实施投资约70亿元的新基建重大示范工程
和项目，加快推进山东港口大数据服务中心
等项目建设，扩大新基建对港口数字化、信
息化转型升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山东
港口转型升级，助力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和高
质量发展。

□记 者 肖 芳
通讯员 李晓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4月23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国际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港国际”）全资子公司青岛港国际
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正式签署相关协
议，完成阿布扎比哈里发港二期项目股权交割工作，这标
志着青港国际正式入股成为该港口股东方之一。

根据协议，中远海运港口以59276030美元的价
格，向青岛港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
司中远海运港口（阿布扎比）有限公司33 . 335%股份，从
而间接使青岛港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持有中远海运
港口（阿布扎比）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阿布扎比合资公司
30 . 0015%股权。

近年来，青港国际积极推动海外发展战略，运用海外
投融资平台成功投资意大利瓦多利古雷项目、海路国际港
口运营管理公司项目。下一步，双方将发挥中远海运集团
航线及货源优势以及山东港口青岛港高素质管理团队优
势，共同合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阿布扎比码头合资项
目。

□通讯员 韩志永 吴 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29日，随着“中金51”钢材轮在山

东港口日照港顺利靠泊接卸，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配套成品
码头工程#6泊位正式投产，标志着“钢港”合作迈上新
台阶。

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配套成品码头工程#6泊位为4万吨
级杂货泊位，泊位长265米，岸壁配置3台45T门机，年设
计通过能力120万吨。该泊位投产后，将为山东钢铁集团
钢材下水提供最经济、最高效的运输通道。

作为山东港口日照港岚山港区北作业区投产的第一个
泊位，该泊位的运营将大大提升岚山港区钢材通过能力，
为山东港口南向竞争增添新的力量。下一步，山东港口日
照港将继续践行使命担当，更加密切地融入地方临港产业
发展。

山东港口一体化布局“一港两地四区”冷链“联络图”

让冷链“热”起来贯通起来

升级“新运力” 激活“新动能”

山东港口借力新基建“弯道超车”

“技改大拿”宋彦波：扎根一线炼出“金点子”

□通讯员 严纲轩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月28日下午，在山东港口烟台港，

“挑战者”轮装载162台斗山、重汽、徐工、临工、宇通
等各类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后驶离35泊汽车码头。该轮将
经停韩国驶往东非首港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其装
载的部分工程车辆国际中转出口至非洲、欧洲、中东等
世界各地。这标志着烟台港商品车东非滚装航线正式开
通。

山东港口烟台港是全国第三大商品车外贸出口口
岸，商品车发送量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五。2019年，烟
台港完成商品车发送量37 . 3万台，其中外贸发送量14 . 3
万台，国际中转5505台，全年完成商品车外贸船作业95
艘次，内贸1802艘次。近年来，烟台港相继开通了包括
南美、墨西哥、西非、东南亚等国际航线在内的12条国
内外滚装航线，成为集公、铁、水多种运输为一体的中
国北方重要商品车物流中转枢纽港。目前，烟台港已开
展商品车装卸、仓储、区域分拨、国际中转、车辆保
税、二手车物流等业务，服务范围涵盖40余个品牌70余
种车型。

□通讯员 武文斌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山东港口

东营港完成吞吐量30 . 65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96 . 7%，
环比增长35 . 1%，集装箱完成2011TEU，较去年同期增长
19%，完成月度吞吐量目标。

受疫情影响，东营港腹地企业产能下滑、建筑市场开
工率不足，导致东营港装卸主业一季度吞吐量完成情况相
对滞后于时间进度。对此，东营港创新工作思路，瞄准腹
地砂石建材终端客户，努力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全力追
赶目标生产进度。4月份，东营港砂石建材类增量明显，
完成吞吐量20 . 66万吨，占比67 . 41%。

为保证港口集疏运效率，东营港依托24小时客户服务
中心，实现港口业务的一站式办理，散货集疏港车辆平均
在港作业时间缩短至20分钟之内。同时，东营港改革管理
模式，精简机构人员，使指令传达更加快捷有效，生产环
节衔接更加顺畅，实现了来港船舶100%直靠不压港，有
效保证了货物的接卸效率。

□记者 肖 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日，山东港口收到达飞轮船（中

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感谢信，感谢山东港口成功为急
需快靠快离的“长准”轮和“正利德比”轮两艘集装箱船
舶实施船港池内“套泊热接”新模式作业，为其节省船期
1 . 5小时，节省运营成本2 . 5万美元。

5月1日，达飞轮船（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旗下
“正利德比”轮计划于18点靠泊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
81泊位。此时，该泊位上“长准”轮预计18点才能完货。
按照正常操作流程，“正利德比”轮必须等“长准”轮离
泊出港后才能启动进港程序。考虑到天气正在变化，该公
司担心“正利德比”轮受逐渐升起的大雾影响延误靠泊甚
至无法靠泊，于是向港方申请研究提早靠泊方案。

收到该公司请求后，山东港口青岛港生产调度指挥中
心、青岛港引航站、青岛港轮驳公司与青岛海事局通力协
作，根据天气条件、航道状态，以及“长准”轮是船长
400米、吃水13 . 1米的超级大船操作难度系数较大等实
际，提出“套泊热接”靠离泊作业方案，科学紧凑安排了
同泊位船舶靠离衔接过程，将同一码头前后两船一开一靠
间的空泊时间缩到最短。最终，“正利德比”轮较常规提
前了1 . 5个小时靠泊码头，400米级集装箱船港池内“套
泊热接”作业取得圆满成功。

山东港口成功实施

400米级集装箱船港池内

“套泊热接”新模式作业

青港国际
正式入股阿布扎比码头项目

日照港岚山港区北作业区

首个泊位投产

烟台港

开通商品车东非滚装航线

东营港

4月份吞吐量逆势上扬

冷链物流在山东港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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