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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宽阔， 巨轮穿梭； 货轮泊
岸， 装卸繁忙； 座座岸桥， 擎臂而
立； 大船远航， 劈波斩浪……这不
是上海港 、 青岛港等 “中国超级
港” 的特有景象， 不久以后， 商水
港区赵集作业区也将以港兴业、 以
港兴城， 奋楫扬帆铸辉煌。

商水因水而兴， 境内沙颍河自
古以来就是水上运输的 “黄金通
道”。 明清时， 由于受陆地运输条件
限制， 水上运输成为当时的主要运
输方式。 那时， 山西、 陕西、 内蒙
古等地的货物都要通过沙颍河水运

到达长江下游各地……港因城生 ，
城以港兴。 “港” 是产业和城市发

展的基石， 而 “城” 是港口和产业
发展的依托。 如今， 商水县正积极
落实市委 “十大战略” 三年行动计
划部署要求， 坚持把商水赵集港作
为优势再造、 换道领跑的抓手， 着
力打造周口西部的 “公铁水” 多式
联运 “流量端口”。

2017 年， 商水县政府按照前瞻
30 年、 谋划 15 年、 做实近 5 年工
作要求， 开始规划修建位于汤庄乡
赵集行政村以西， 张庄镇韩庄村以
东， 沙颍河大堤以南， 宁洛高速以
北的赵集作业区。 规划建设占地约
720 亩、 总投资 6.37 亿元的赵集港
项目， 同时修建 12 个 1000 吨级泊

位， 其中散货泊位 8 个， 通用泊位
2 个， 多用途泊位 2 个， 占用岸线
1250 米 ， 预计年吞吐量达 475 万
吨。 围绕赵集港， 高标准规划建设
占地约 6.2 平方公里的多式联运临
港经济园区， 下设金田纸业、 建材
仓储两个物流园区， 涵盖建材及建
材制品园区、 造纸业原料及成品园
区、 纺织服装原料及成品园区 3 个
功能园区 。 该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后 ， 不但能加快商水县纺织园区 、
循环园区、 隆达电厂等企业物资的
流转， 而且能使商水港成为周口沙
颍河重要的铁运、 陆运、 水运交通
枢纽， 以及货物贸易和物流中转聚
集区， 从而进一步促进商水经济的
健康、 快速发展。

“公铁水” 多位一体， 四通八
达促发展。 实现公、 铁、 水三种运
输方式无缝衔接 ， 补齐交通短板 ，
畅通发展 “大动脉 ” ， 加快构建
“公铁水 ” 多式联运体系 ， 形成优
势互补 、 立体高效的综合交通体
系， 对于助推商水早日建成综合交
通物流枢纽， 支撑周口临港新城经
济大发展， 现实意义和地位作用不
言而喻 。 商水境内有 9 条国道 、 3
条高速 、 2 条铁路 、 1 处港口 。 放
大商水的交通优势， 围绕赵集港建
设配套的基础设施， 提升港区的服
务功能 。 规划建设总投资 5.58 亿
元， 长 6.05 公里， 宽 30 米跨铁路、
跨高速的工港大道 ； 造价 1.08 亿
元、 总长 600 米的上跨宁洛高速桥

梁项目以及隆达发电厂铁路专用线

向北延伸工程， 畅通高速、 铁路与
港口的连接通道， 为 “公铁水” 交
通枢纽的形成创造条件。

干字当头、 实字为先， 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 规划建设商水港区赵
集作业区项目是落实市委 “临港新
城、 开放前沿” 发展定位要求的具
体举措， 也是商水实现优势再造的
关键步骤。 2020 年 3 月 3 日， 《沙
颍河商水港区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 完成批复。 目前， 省交通规
划设计院正在开展港口工程勘察设

计和相关专题研究工作， 计划于 10
月中旬完成相关设计及专题报告编

制工作。 赵集作业区一期 280 亩建
设用地已上报至省自然资源厅， 预
计 9 月底获批； 港区和工港大道的
可研报告、 岸线使用许可、 “两评
一案 ” 等前期手续都已完成批复 。
隆达发电厂铁路专用线向北延伸至

商水港工程， 目前， 已经和武汉铁
路局达成待建协议， 由武汉铁路局
施工。

于高山之巅 ， 方见大河奔涌 ；
于群峰之上， 更觉长风浩荡。

港通四海， 陆联八方。 商水正
锚定 “两个确保 ”， 积极落实 “十
大战略 ” 三年行动计划 ， 倒排工
期， 挂图作战， 加速推进商水港区
赵集作业区项目 ， 我们有理由期
待， 商水定能书写新篇章， 为服务
全市高质量跨越发展注入澎湃动

力。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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