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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在“好”字上下功夫 在“联”字上做文章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助建国际开放大通道
日前，上港集团、重

庆市税务局、重庆港务物
流集团联合召开发布会，
在全国率先推出“税港
通”出口退（免）税业务产
品，为企业出口退税提
速。

该产品打通了港口
与税务部门“大数据”通
道，通过数字化赋能启运
港退税模式，为出口外贸
企业提供港口物流信息，
代替原有物流纸质单证
备案，提升长江流域腹地
客户办理出口退税便捷
度，在提升长江黄金水运
物流通道效率方面影响
深远。

“税港通”的推出，是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以互
联互通为主线，统筹推进
港航联动、多式联运、保
税物流协同发展，充分发
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地
位和作用各项积极行动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作为两江新
区直属国企的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紧紧围绕“三个
好”“四个一流”和“三个
服务好”，对标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建设“三合一”
现代化枢纽港的指示要
求，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西部大
开发和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在“好”字上下
功夫、在“联”字上做文
章，加速港区绿色智慧发
展，多元合资合作，深化
国企改革，实力推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航拍果园港 摄/冯旨意

果园港构建绿色智慧物流
生态体系

12月8日，不夜的果园港依旧是一
片繁忙景象，码头边的岸桥不停进行着
装卸作业。在离岸桥100米开外的远程
控制室内，远控场桥操作司机吴怀建正
对着大屏幕，娴熟地操控着岸桥起重
机。

“过去，我们每天都要爬到20多米
高到场桥上操作集装箱装卸。自从有
了这套智能远控系统，我们的工作就要
轻松高效便捷得多了。”吴怀建很骄傲
地说，现在有12台场桥实现了远程操
控，坐在远程控制室里就可以自如地控
制这些场桥，这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事。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信息技术部
部长刘世刚介绍，果园港投入使用
的集装箱场桥智能远程操控系统，
是场桥操作方式一次突破式的技
术革新。以前 1 名司机只能操作 1
台场桥，现在 1 名司机可以远程操
控 4 台场桥同时作业，这既降低了
人工成本，又提高了作业效率和安
全性。

在果园港，像这样的绿色智慧化
应用案例还有很多。

例如，港区已经建成了 13 公里
的散货运输封闭式皮带机廊道，通
过进港铁路运来的矿石、煤炭等散
货，直接就可以通过该皮带机廊道
传输至港区码头，最大程度地避免
了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扬尘和撒
漏。不仅如此，密闭在廊道中的皮
带传输机上还配备干式、湿式除尘
设施，能够起到增加物料含水率，抑
制粉尘飞扬的作用，机械化程度的
提升不仅降低了物流成本，减少了
货损，还同步将环保措施融入到了
生产作业的具体环节中。绿色港口
建设也就是在这点点滴滴的细节中
凸显出来的。

从集装箱“无纸化”平台系统、
“无人”理货系统、智能闸口系统，到
长江上游第一个港口专用无线终端

与 TD-LTE 宽带集群系统全覆盖，
再到与成都铁路局集团合作共建数
据共享平台实现铁水联运货物全程
跟踪，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以果园港为
应用示范，加速推进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区块链和5G等新技术、
新工艺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和实施，
不断提升港口智慧化、码头专业化水
平，培育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高
效的口岸营商环境，实力构建多方共
赢的物流生态体系。为了让多式联
运这块果园港的“名招牌”更亮眼，
信息技术人员们充分发挥果园港生
产管理系统的综合功能，成功实现了

“船、港、货”江海联运数据与“港、
铁、货”铁水联运数据等公共信息交
换共享。集装箱长江班轮与铁路班
列的高效换装，也正是基于这个系统
对铁水联运集装箱运输状态、抵达时
间的准确预报，提前安排转运计划，
优化组织衔接，有效提升了作业效
率。

合资合作推进成渝两地
多式联运发展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不遗余力地在
合资合作上下功夫。“十三五”以来，通
过对外合资合作，累计完成股权投资达
51 亿元，所属合资企业数量占比达
62.5%。2019年底引入国投交通控股
公司，持股旗下控股上市公司重庆港
14.9%的股份，实力优化了股权结构，
提升了国资控制力。不久前，果园港与
成都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以汽车产业为基础，依托果园港国家物
流枢纽、中国西部汽车物流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共同探索推进长江港口功能延
伸和成渝地区通关便利化，促进成都无
水港与重庆果园港联动发展。这个项
目的达成，将使以公水联运方式从成都
经开区公路口岸基地经果园港搭乘“沪
渝集装箱直达快线”至上海的集装箱货
物运输时间节约8天，货物周转率可以

提升40%，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10%
以上。

在推进成渝两地多式联运发展，共
建国际开放大通道方面，重庆港务物流
集团早在2017年就与宜宾港、上港集
团在宜宾共同组建了合资公司，通过新
设公共支线班轮航线，打通通航壁垒，
建立了紧密的上下游联动战略合作关
系。2020年9月，四川广元港至重庆
果园港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行，一举
突破了嘉陵江无集装箱航线的历史，为
充分挖掘嘉陵江流域覆盖的巨大内需
潜力提供了便捷通道。今年1月，四川
广安港至重庆果园港集装箱班轮航线
又成功开航，计划每周上下行各1班，
航线主要以化工产品、建材、机电产品
为主，可降低沿江企业物流成本40%
以上。一点一点的零突破，一段一段的
航线延伸，长江上游“干支联动”航运体
系正在逐渐成型。目前，重庆港务物流
集团已与四川省港航投资集团等5家
单位签订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万州新田

港二期建设运营；正与四川省港航投资
集团共同打造“川渝沪”集装箱精品航
线、搭建轻资产运营公司、共建“无水
港”，合力解决长江上游航运发展的“卡
点”和“堵点”。

改革改制取得瞩目成效

外则合纵连横、开放共赢，内则瘦
身健体、提质增效。近年来，重庆港务
物流集团按照国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的要求，一方面加大重组、“混改”
力度，另一方面深化结构调整，加速清
理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成效显著。

2019年，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及地
方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加快推
进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实施了涉及股权
金额18.57亿元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将旗下优质物流资产果园港埠公司、珞
璜港等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快了平
台整合、统筹建设以及集约化经营管
理，积极促进港口物流资源和专业商贸
流通资源的融合发展，实现整体业务规
模的稳步提升。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
资产总额达123.53亿元。此举有效减
少了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关联交
易，有效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优化了
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自2000年
上市以来，重庆港资产规模较上市之初
增加15倍，主营业务收入增加71倍。

“十三五”以来，重庆港务物流集团
清算关闭僵尸企业和非正常经营企业
共29户，全面完成“三供一业”移交和
企业社会化职能剥离；持续完善两级风
控体系建设，努力收回历史不良债权
3.23亿元，债务风险进一步降低。今
年，该集团有序退出非主业长期股权投
资项目，清算关闭僵尸企业和整合重组
同业单位，通过转让退出、吸收合并、清
算关闭等多种方式减少10户企业。

未来，在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上不懈努力的重庆港务物流集
团将继续砥砺奋进，勇毅前行，到2025
年，力争集团主导经营的总资产达350
亿元，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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