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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港通达全球
重庆“黄金水道”效应越来越凸显

一张通江达海的一张通江达海的
水运网水运网

事实上，多年前的果园港，还只是长江上游一个寂寂
无名的小港口。它仅有2个泊位、年货物吞吐量不足200
万吨。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内陆
开放高地，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重庆迎来重大历史
契机。

不过，不沿边、不靠海，重庆要通过内陆开放融入世
界经济版图，首先得有开放的物流大通道。而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发展内河航运，无疑是重庆构建开放通道体系
的最佳选项之一。

为啥这样说，先来算笔账：一艘5000吨级的船舶，运
量相当于100节铁路车皮。从运价上看，普通货物走水
运每吨/公里只要0.02元，铁路是0.25—0.3元，公路需
0.5—1.1元。从生态账上看，水运、铁路、公路的单位运
输排放量比为1:3:10。

重庆境内679公里的长江航道上，分布着多个5000
吨级以上的深水码头。而果园港，是这些深水码头中区
位条件最优者之一。其地处重庆最大的开放平台——两
江新区的核心区，所辐射的区域，产业经济发达，有着旺
盛的货运需求。

果园港的升级改造，由此展开。重庆按照“前港后
园”和“水铁公多式联运”的港口功能设计，持续完善港口
功能配套，先后多次对果园港建设规划进行重大调整。

经过数年持续改造和建设，如今的果园港拥有16个
5000吨级泊位、14条进港铁路专用线作业线、18万平方
米大型标准化仓库，年吞吐能力达3000万吨。这里，集
装箱、散货、商品车滚装、铁路作业、配套仓储、口岸查验、
大件码头等诸多物流运输功能于一身，是长江上游最大
的集装箱枢纽中心和件散货集散中心。

事实上，果园港所经历的这一番“蝶变”，正是重庆打
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一个
缩影。

重庆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10年来，重庆累计投入逾8000亿元完善综合立
体交通网，形成“长江+金沙江+嘉陵江+乌江”的水上“高
速公路”，并依托这张通江达海的水运网，逐步构建起以
长江黄金水道、干线铁路、高速公路为骨干的沿江综合立
体交通走廊。

“以前，重庆长江支流很多航道只能通行100吨小
船，连五级航道标准都达不到，枯水期经常断航。如今，
千吨级船舶常年通达库区10多条支流，5000吨级单船
和万吨级船队从下游可直达重庆港。”重庆高速航发集团
相关人士介绍。

来自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三级及以
上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 1100 公里、较 2013 年增长
22.8%。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07亿吨，较2013年增长
51.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重庆印记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⑦大道如砥

一系列高效便捷的一系列高效便捷的
惠企举措惠企举措

港口的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有充足的运力、丰富的
航线、高效的现代物流，还需要创新性体制机制这样的
软实力。在激烈竞争的货运市场，后者可以说直接决定
着港口的持续竞争力。

“有了‘离港确认’政策，现在货物在港等待时间可
以减少一到两天。”日前，谈起水运进口转关“离港确认”
政策，康宁显示材料科技（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如
此表示。

为进一步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功能，梳理打通水运转
关物流和通关环节痛点、堵点，2020年，重庆海关便与
上海海关通力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水运进口转关“离
港确认”改革试点。依托沪渝两关的合作机制，由上海
转关到重庆的江海联运货物，可以在上海海关享受到这
项更加高效的转关便利政策。

以前报关企业在上海海关办理了进口转关手续，口
岸转关放行需要完成港口理货和确定江船船名航次，现
在只需在货物离港前进行转关数据“离港确认”录入即
可。这样从货物抵港、海关接受申报到货物放行仅用时
2小时，也将原来理货报告核销时间由10余小时压缩至
30分钟以内。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离港确认”模式，口
岸国际物流的“串联作业”优化为“并联作业”。报关行在
到达前可以利用“提前申报”模式，提前向重庆海关申报、
办理手续，货物一靠岸就可以提离，进口原材料、零配件
第一时间被送到生产线上，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截至2023年9月，海关已累计为45884份进口转关
单办理“离港确认”，货值651.43亿元，惠及2116家企业。

如此便捷的惠企举措，重庆港还有很多。
重庆港通江达海多式联运航线开辟后，具有链条

长、环节多、监管复杂等特点。创新打通各环节上的堵
点、难点，练内功、强身壮体，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一系
列改革措施，相继在重庆港推出。

例如，为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重庆港正在积极探索
“铁江联运一单制”试点，提供“一次托运”、“一口价格”
等铁水联运服务。

智能化，也是重庆港优化提升物流效率的主要手段
之一。以果园港为例，凭借集装箱智能闸口系统，集装箱
车辆通闸时间缩短至30秒，通过集装箱智能理货系统，
识别率达96%以上。此外，通过散货装卸自动化智能化
控制，果园港单据办理平均时间由原来的2—3小时缩
减至30分钟以内，港口整体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

果园港开放功能不断扩大，相继成为全国第二批多
式联运示范项目工程、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重庆港口
岸寸滩港区内外贸业务全面转移至果园港区……

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大大提升重庆港的聚集与辐
射效应。来自市交通局数据显示，2022年，重庆全市水
路货物周转量约占综合交通总量65%，全市80%以上
的外贸物资通过水运完成，周边省市中转率约占四成
多。正是看中这样的便利性，如今，重庆8成以上的经
开区、工业园沿江布局，沿江区县GDP之和占全市总量
比例超过65%。

2452万吨

2022年，果园港国

家物流枢纽货物总吞吐

量2452万吨，其中集装

箱量87.5万标箱，同比

增长 72.4%，占全市比

重67.7%。

1100公里

2022年，重庆三级

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

突破1100公里，较2013

年增长22.8%。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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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余艘

目 前 ，重 庆 完 成

1400 余艘船舶岸电受

电设施改造，2022年使

用岸电量718.8万余度，

在内河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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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货物周转量约

占综合交通总量65%，

全市80%以上外贸物资

通过水运完成。

瞬间1

2016年 1月 4—6日，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重庆，在果园港，他说“这里大
有希望”。

□本报记者 杨永芹

若从高空俯瞰重庆果园港，你一定

会为这样一幅货通天下的壮美画卷所震

撼——

向西，中欧班列满载着集装箱，呼啸

着奔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杜伊斯堡；向南，

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出发，抵达广西

钦州港，连接印度洋；向东，一艘艘货轮

顺江直下，直抵浩瀚的太平洋；向北，渝

满俄班列横越西伯利亚，开往俄罗斯莫

斯科，联通中蒙俄经济走廊……

“这里大有希望。”2016 年 1 月 4 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果园港，要求把

港口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以一流的

设施、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

服务，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好务，为“一

带一路”建设服好务，为深入推进西部大

开发服好务。

把殷殷嘱托书写在巴渝大地上，重

庆实干笃行、奋勇争先，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交出了这样一

份答卷：果园港实现了全球100余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余个港口快速通达，一举成

为中国内河最大的多式联运港。

一项连通八方的一项连通八方的
货运集结能力货运集结能力

通过大刀阔斧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功能完
备、运力强大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形成了，但黄金
水道要产生黄金般的效益，还得有更丰富的货源、更多
的航线。重庆物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开辟更多航
线，重庆整合各方资源，对既有航线进行效率提升和线
路延伸。

长期以来，受制于通闸时间长、转关手续繁杂等难
题，沪渝间船舶航行时间一度长达30天。为打通堵点，
在沪渝两地合作下，2019年5月，“沪渝直达快线”开始
通航，在三峡船闸采取优先过闸、快速安检等方式，实现
果园港到上海港一船直达。

由此，沪渝物流整体时效提升35%以上。今年上半
年，果园港开行“沪渝直达快线”642艘次，同比增长
7.9%。

在此基础上，民生集团还对“沪渝直达快线”进行了
延伸。目前，这条水运线路已经延伸到了四川宜宾、泸
州、广安、广元和江苏太仓、山东济宁、辽宁营口，以及全
球多个港口。

今年8月10日上午9时许，随着一声鸣笛响彻长
空，民生集团一艘满载162标箱凯翼汽车的“航龙902”
轮船，缓缓驶离宜宾港，经上海港后驶往欧洲。

这是“川—渝—沪”外贸集装箱班轮快线的首航，也
是“沪渝直达快线”首次从重庆延伸到四川。

“它的运输效益非同一般，货物通关和物流整体运
行时间减少30%，成本大幅下降。”民生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开辟更多航线，重庆还积极发展多式联运。以果
园港为例，水铁中转方面，这座货通八方的港口，开通了
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青海、新疆等地至果园港的铁路
班列，形成了辐射西南、西北地区的铁水联运网络，同时
还开通了四川成都、绵阳、乐山、新津、攀枝花、资中、自
贡、宜宾等16个地方的粮食铁路班列。

水水中转方面，果园港开通了金沙江水富港的航
线，实现了与四川宜宾、泸州、广元、广安等港口的无缝
衔接。此外，果园港在成都龙泉驿、攀枝花设立重庆果
园港无水港，将果园港向四川内陆延伸。

通过多式联运，如今的果园港已经实现了中欧班
列、陆海新通道班列、“渝满俄”班列、江海联运班轮等

“四向”通道的高效衔接。
和果园港一样，今天重庆长江沿线的不少港口，都

通过多式联运和新航线的开辟，大幅提升了货运集结
能力。

例如，万州新田港与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港口——舟
山港启动江海联运，并开通济宁—万州集装箱航线，实
现长江与京杭大运河联运；较传统的公路运输，其物流
成本约下降30%。

又如，涪陵黄旗港区开通到贵州开阳的件散货直达
航线，首次开通到贵州乌江集装箱航线（重庆—余庆）；
龙头港铁路专用线二期项目预计年内投运后，将初步形
成“铁公水”多式联运体系；江津珞璜港实现泸州港、西
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无缝衔接。

总规划建设 5000 吨级泊位 19 个，年通过能力 3000 多万
吨，一期项目于2020年底正式投运，二期项目于2022年开建。
2023年，万州新田港多式联运正式投运。目前，开通新田至浙
江宁波、山东济宁航线。

我市重点规划建
设的第三代现代化内
河港口，按照“前港后
园 ”功 能 布 局 规 划 建
设，实现了铁公水多式
联运无缝连接，与全球
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 个 港 口 快 速 通
达，成为中国内河最大
的多式联运港。

长江上游铁公水多式联运重点枢纽港区，从紧邻港区的渝怀线引出，设龙头港车站，
出站后并行于渝怀线接入涪陵西站，全长约3公里。目前，龙头港区铁路专用线项目正抓
紧建设，预计年底建成投用，年通过能力将达到1025万吨。2024年，龙头港区将全面形成
铁公水多式联运体系。

果园港

涪陵龙头港
云南水富港

四川宜宾港

合川港

贵州开阳港

四川广元港

上海港

万州新田港

瞬间2 瞬间3 瞬间4

2019年，果园港获批全国首批、
西部首个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开
行陆海新通道班列（果园港）。

2023年，万州新田港多式联运
正式投运。

2017年，果园港首趟中欧班列
发出。

2020年11月12日，忙碌的重庆涪陵龙头港。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