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口旺，产业兴。 “产业不发达，港口做不大；港口做不
大，产业更不发达。 ”杨海波说，周口港作为河南省最大内
河航运港口，有许多文章可以做，比如招商引资。在杨海波
看来，对于港口城市，以港兴业、以港兴城，港产城共同发
展，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港口水运发展得好、物流成本
低，可以吸引大批企业入驻，形成规模效应，解决就业问
题。 如果一个港口城市企业不多、就业机会有限、人才外
流，就只能当一个货物中转站，创造的价值就有限了。 如
今周口吸引了“安阳钢铁”“益海嘉里”这样的大项目，依托
临港区位优势，有力助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铁速度再快再先进，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轨道，
高铁也运转不起来。对于水运也是一样，仅有船只、货源
还不够，航道条件也要达到标准。 ”杨海波说，安徽、河南
有些航道还存在着渔网、青苔和漩涡等，决策层出于安
全考虑，不许夜行，这是必要的，但在实际上也影响了航
行的效率。 在他看来，想要发展水运，就要舍弃一些东
西，比如河道水产养殖。 “相信沙颍河航道‘四升三’以

后，航行效率会得到提升。 ”
散货运输货损大且效率不高，目前国家大力倡导集

装箱运输模式，“散改集”是趋势，港口拥有自己的集装
箱就格外必要。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国际国内市场“一
箱难求”，影响外贸出口。 盐城港意识到自备集装箱的
重要性，积极与各大箱厂联系沟通，先后组织制造两批
次 300 个自备箱， 不到半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注册登记
手续。 杨海波建议，应该打通货源、航线和船只，一体化
发展。 不要一味地依赖外面的船公司。 “相信经过一段
时间的发展，周口港能成立起属于自己的船公司，服务
本地企业，也期待在盐城港看到周口港的集装箱。 ”

“周口港是全国 36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是我们的
重要合作伙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充分发挥淮河生
态经济带出海门户作用，在航线开辟、码头建设等方面
加深与周口港等淮河沿线港口之间的合作，切实为淮河
沿线城市提供一条绿色、高效、便捷、低廉的物流通道。 ”
杨海波说。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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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豫货出海、周向世界”采访组来
到盐城。 2020年 9月，周口中心港开通了盐城大
丰港集装箱运输班轮航线，令两地的经济联系更
为紧密。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盐城港货
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增速均为全国沿海 54
个港口第二位。 从“一片空白”到“后起之秀”，盐城
港的发展速度快得让人惊讶。 与国内如雷贯耳的
大港口相比，盐城港就像一只潜力股，低调而有实
力，正在闷声不响“发大财”。对于周口来说，盐城港
也是我们挺进深蓝的又一节点。

������历史上，盐城制盐业发达，可谓因“盐”置县、
因“盐”兴城、因“盐”得名。盐城东临黄海，长三角
一体化、淮河生态经济圈、环黄海经济圈在这里
交汇，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地、海洋、滩涂资源。

盐城海岸线长 500 多千米，在江苏省地级市
是最长的。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盐城港
都没能形成有规模的沿海口岸。 长江、淮河裹挟
着泥沙不断冲向入海口， 在盐城堆积出大片滩
涂。 射阳河口以南沿海地段还以每年 10 多平方
千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成为江苏最大、最具潜
力的土地后备资源。但淤泥质海岸不适合建设海
港，盐城便捷的海运条件和区位优势无法完全发
挥，长期以来，盐城看着连云港、南通等兄弟城市
发展港口经济，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只能默
默羡慕。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991年，盐城人正
式开始规划建设大丰港；1998年， 经过多年科学
严谨的论证，大丰港正式开工建设；2005年，历经
重重考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成了大丰港一
期码头；2006年 6月， 国务院发文批准大丰港为
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大丰港成为江苏省继连
云港后第二个沿海一类开放口岸；2009年， 大丰
港 5 万-10 万吨级码头建成通航，首次在江苏沿
海中部开辟了一条连接苏中、苏北平原乃至淮河
流域新的进出口大通道……与此同时， 射阳、滨
海、响水 3县也紧跟其后，相继建成了海港。在这
片荒凉寂寥的滩涂上，真抓实干的盐城人写下了
万亩滩涂变成“黄金海岸”的壮丽诗篇。

盐城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港口建设

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还要面对恶劣自然环境
的侵袭。以射阳港为例，仅仅疏浚航道这一项，就
要投入 17 亿元，而且经过两到三年后，还要进行
疏浚。

2020 年 6 月，盐城整合沿海的大丰、射阳、
滨海、响水 4 个港区和 5 个市域内河港区，正式
成立江苏盐城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投入运营，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和无序竞争，节省
企业不必要的物流成本。 ”江苏盐城港航运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海波说。盐城港集团统筹推
动全市海港、内河港口建设，形成海上航线、内河
航线与海港码头、内河码头一体化运营发展新格
局，把“各自为政”的各个港区统筹起来，攥成“拳
头”，为港口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先天不足 奋起直追

������碧蓝晴空，海风悠悠。9 月 28 日，在大丰港区集装箱
码头，桥吊一次性把货车上的两个集装箱吊起，装载到
货船上。货车卸货即走，另一辆货车立即补上空缺，如此
循环往复，效率极高。 “集装箱空箱重 2 吨，装满货约重
30 吨，一台机器 1 个小时大约可以装载 30 个标箱，而且
可以根据轨道移动，如果一个船舱装满货，可以迅速移
动到下一个仓位。 ”江苏盐城港航运（集装箱）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偌大的码头，记者却鲜见工作
人员，装货卸货自动化程度极高。

在大丰港区集装箱堆场，满载光伏产品、风电配件、
机械设备等货物的集装箱正静静地等待装船， 运往上海
港、发往世界各地。 “堆场占地 400亩，力争打造自动化的
港口、信息化的物流、智慧化的管理，可以实现像玩游戏
堆方块一样简单的操控。 ”该负责人自豪地说。

在盐城港大丰港区二期码头上， 起重机一字排开，
重型船舶有序装卸货物。 “这艘 7 万吨巨轮长 230 米，来
自南美，装载的是木片（造纸的一种原料）。 ”码头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只见抓斗机麻利地抓起木片倒入货车
中，货车即满即走，效率非常高。

在盐城港亭湖港区，河道干净整洁，港口由南至北
分布着散货堆场、件杂货堆场、件杂货仓库、集装箱堆
场，整洁有序……

“南下融入长三角、北上连通环渤海、东进对接东北

亚、西拓联动中西部。”盐城市委七届十三次全会提出，打造
沿海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让盐城港发展目标更加明确。

发展目标明确、功能定位清晰，有效避免了同质竞
争。 这一点与周口港的“1+9”体系分工明确有着异曲同
工之处。大丰港区避风防浪，港口常年不冻，全年可作业
300 天以上，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港口，拥有国家
级进口木材检疫中心、国家进口粮食指定口岸；射阳港
区致力于运输海洋风电设备、石油化工和集装箱，打造
全球新能源装备产业特色港；滨海港区条件最好，以服
务后方临港工业为主， 逐步拓展部分公用货物运输功
能，可停靠 20 万吨船舶；响水港区以散杂货和化工品运
输为主。 依托盐城“一纵十横六联”航道网，盐城港大力
发展河海联运，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助力腹地经济增长，
为区域经济地理版图重塑和产业崛起提供强大支撑。

盐城港的发展思路愈发清晰： 港产城融合发展，依
托港口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以港口贸易业作为龙
头，吸引了金光纸业、阿特斯、天合光能、联鑫钢铁和多
家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前来共促经济，带动运输、仓储、
钢铁、造纸、光伏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021 年 ， 盐城港吞吐量突破 1 亿吨 ， 同比增长
62.38%；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0 万标箱，同比增长 50%。
盐城港这个“后起之秀”不断发力、势头强劲，真正实现
了“弯道超车”。

后起之秀 弯道超车

携手并进 共赴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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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港区一期粮食（（集装箱））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