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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 力 量

开展应急联
动，谁先到谁组
织；推行一网通

办，川渝两地政务办理互认
……去年，重庆、泸州、宜宾海

事部门在渝签订《长江干线川渝海事监管服务一
体化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政务服务“全域通办”等
六方面的一体化工作，加强信息共享，整合执法资
源，开展协同联动，为川江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有力、更高效的安全服务保障。

建设三峡新通道，缓解长江航运瓶颈

近年来，在推动长江上游航道能力提升，解
决三峡船闸“肠梗阻”上，重庆和四川两地政府、
企业、专家也频频献策支招。

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四川代表
团联合提出“关于加强长江上游航运能力建设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建议”，这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尚属首例。

去年7月，川渝两地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就“加
强长江上游航运能力建设”进行了专题调研。代表
们先后前往乐山大件码头、岷江犍为航电枢纽、泸
州海事局趸船码头、泸州港、潼南双江航电枢纽、草
街航电枢纽以及果园港等地，全面了解码头、港口

建设、航运能力情况以及各地对高等级航道建设、
航道整治和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加强长江上游航运能力建设是个系统工
程，需要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各部门通盘谋划、通
力协作。”全国人大代表、中铁二院副总工程师喻
渝建议，拓宽航运通道迫在眉睫。要加快三峡水
运新通道前期工作的同时，制定出台长江保护法
实施细则，在最大限度降低生态环境影响基础
上，推进上游碍航水道整治，提升通航能力。

对此，民生集团也提到，建议近快启动三峡
新通道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长江航运的瓶颈问
题。“长江沿线省市要携手推进，加强黏合度。”

提升航道，5000吨船可直达果园港

合作是基础，作为航运能力重要组成部分，
通航条件也至关重要。这些年，从国家部委到地
方，做了大量工作。交通运输部长江重庆航道工
程局相关负责人称，自三峡工程通航即三峡船闸
运行以来，通航条件得以大幅提升，三峡大坝至
重庆主城区之间的109处滩险、34处单行控制河
段、12处需绞滩通行的航段得以消除。

好消息是，长江重庆段123公里航道通航能
力即将提升。该航段上起朝天门，下至涪陵，整
个工程今年底完工，航道等级将从2级提升至1
级，实现5000吨船舶可常年直达果园港。

“通航条件是一个迭代升级的过程。”交通
运输部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长江上游维护性疏浚责任河段上起宜宾合
江门，下至巫山鳊鱼溪，全长899公里。需常年
养护疏浚滩点共计32个，责任河段多为典型的
山区河流，素以滩多、礁险、流急、水乱著称，洪
枯水期河面变化较大，枯水期河面狭窄。通过
常年施工、维护，逐渐满足长江上游通航要求，
保证船舶通航安全，有效保障了枯水、洪水期航
道安全畅通。

“首违不罚”川渝推监管服务一体化

为保障长江重庆段通航能力，加强重庆、四川长
江上游管理协作方面，重庆海事局也推出系列措施。

“‘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是我们联合宜宾、
泸州海事部门，实施的长江干线川渝监管服务一
体化举措。”重庆海事局相关负责人称，“首违不
罚”包括船员服务簿记载的事项发生变更，船员
未办理变更手续、未按规定报告船位和船舶动
态，未按照规定的航路或者航行规则航行等33种
情形。“轻微不罚”包括工作期间未携带规定的有
效证件，船舶在港从事污染物交付、接收作业，未
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等7种情形。

川渝监管服务一体化举措共包括六个方
面。该负责人表示，对31项海事政务服务事项推
行川渝“全域通办”服务，实现川渝两地海事政务
服务事项全域通办全覆盖。

此外，为保障重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同时
让船舶“货多拉一点、周转快一点”，提高营运效
率，去年，重庆海事局从优化辖区通航环境和通
航秩序着手，对果园港等重点港口船舶停泊、作
业实施远程梯级调度，让船舶安全有序进出码头
作业，保障通航和作业安全，提升船舶周转效
率。并促进四川宜宾、泸州等上游港口与果园港
国家物流枢纽水水中转航线的高效运行，促进川
渝港航互联互通互利共赢。

今年开工涪江重庆段航道整治工程

提升长江航道运力建设，有合作，更有期盼。
“今年我们将加大在泸州、宜宾港的市场开

拓和航线开行。”民生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民生集团将继续聚焦“物流
服务”主责主业，常态化开好成渝双港

联动公路班车，加强与蜀道集团合资合作落地。
重庆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优化服

务国家战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安全发展
联盟服务机制，加强与长江干线四川、湖北、江
苏、上海等海事部门合作，助推公水、铁水、水水
多式联运发展，助力沪渝集装箱快线高效运行；
提升内陆口岸海事监管服务质效，助推万州新
田、涪陵龙头和江津珞璜口岸扩大开放，落实重
点物资运输船舶“四优先”政策；优化“全域通
办”，提升行政审批业务线上办理，延伸服务窗口
至执法大队，让船方“少跑路”“不跑路”。

“今年，重庆将围绕建设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定
位建设，全市水运计划投资37亿元。”市交通运输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计划新开工涪江重庆
段航道整治工程。目前，涪江已纳入国家高等级航
道，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水路运输通道，
涪江美丽智能航道还作为示范项目纳入重庆市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内容。接下来，我市将加快建设长
江上游航运中心，提速干支航道整治、港口集群建
设。到2025年，重庆基本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和物流中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杨圣泉

重庆、四川同为长江
上游省市，近年来，长江经
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长

江黄金水道的地位更为凸显。长
江黄金水道是长江上游地区通江
达海的主通道，全面提升长江上游
航运能力已成为川渝两地落实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重
大战略任务的必然要求。

3月5日，重庆代表团和四川
代表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提出建议——呼吁全面提升长
江上游航运能力。这是继2021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四川代
表团提出“关于加强长江上游航运
能力建设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的建议”后，川渝代表团再
次针对提升长江上游航运能力提
出联合建议。

全国两会期间，重庆晨报联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泸州日报
等媒体，调查长江上游航运现状，
未来怎样提升川渝长江上游航运
能力。

重庆

认为“四大问题”制约航运能力

朝天门至涪陵航道整治年底完工
5000吨船舶常年可直达果园港

川渝媒体联动 长江航运调查 ②②

联合建议核心内容

建议国家林草局、生态环境部等部委
明确涉及自然保护地的航道整治工程
论证实施路径。

建议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等部委支持将
井口枢纽纳入《嘉陵江流域综合规划》。

建议提高长江上游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建议加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

提出四个方面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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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宜宾至重庆段航道提升工程由于
涉及自然保护区难以启动实施。

嘉陵江井口枢纽尚未纳入《嘉陵江流
域综合规划》。

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亟须提升。

三峡船闸通过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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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港

泸州港

果园港

龙头港

万州港

三峡大坝

位于岷江、金沙
江、长江交汇下游 14

公里处，分为4个港区11
个作业区，2017 年货物吞
吐量1392万吨，集装箱吞
吐量38.01万标准箱，四

川省第二大港口。

地处四川盆地南
部、川滇黔渝四省市

接合部，是四川第一大
港、中国 28 个内河主要港
口之一、国家临时开放水
运口岸、中国（四川）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位于重庆市两江
新区核心区域，是我国

最大的内河水、铁、公联运
枢纽港，采用的也是通常海
港才有的直立式码头，占地
4平方公里，分为港前作业
区和后港物流园区。

位于涪陵高新
区，是重庆三大枢纽

港区之一，是万吨级船
队可常年到达的长江最
西端港口。距离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仅68

公里。

地处长江中上游
接合部，三峡库区腹心

地带，素有“川东门户”之
称，重庆直辖后为渝东和三
峡库区最大的港口。是渝东、
川东北、湘鄂、陕南、黔北等
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出

海通道，是长江十大
港口之一。

位于湖北省宜昌
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控

制流域面积约 100 万平方
千米，集防洪、发电、航运、水
资源利用等为一体，是三峡水
电站的主体工程、三峡大坝旅
游区的核心景观、当今世界

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筑
之一。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长江水运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2004年至2023年，重庆市水运量由1907万
吨增加到2.5亿吨；四川省水运量从2928万吨增加
到约7500万吨。

对于有着三十多年行船经历的船长老罗来说，
这组数据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这些年，江上的船
多了，不少货物都选择走水路。”但他坦言，“我们最担
心的就是堵船。”作为“豫信货13969”船长的老罗，在
谈到三峡大坝过闸时，一声叹息。老罗说，三峡船闸
只有三个通道，遇到时有通道关闭维护，船只排队过
闸时间会更长。对此，他希望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有
效提高长江船舶通航能力。

过闸拥堵加剧
源于沿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春节前，老罗装载了3000吨粮食，由江苏南通
到重庆，这一趟航程，他花了25天。其中，行船13
天，三峡大坝排队过闸等了12天。

随着长江航运货运量的逐年增加，过闸拥挤已
常态化，并呈现出日益加剧趋势，成为长江航运的

“瓶颈”。据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
2023年，三峡过闸货运量约1.72亿吨，自2011年，
三峡船闸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三峡船闸
已连续9年超负荷运行，三峡大坝日均待闸船舶
262艘次，最高489艘次，过闸船舶平均待闸时间
44小时，最高400小时。

船闸通过能力不足逐渐成为制约川渝水运进
一步发展的瓶颈，对川渝及周边地区综合运输格
局、产业发展布局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影响。

据了解，三峡大坝每个船闸，每年各需累计40
天左右的维修期，这期间通行效率减半。今年2月
21日起，其中一个船闸启动维护，剩下两个船闸两
天一转换，实施上、下水船舶单边放行，先放两天
上水船，再放两天下水，哪边排队过闸的船多，会
适当延长放行时间。这期间，集装箱、保鲜食品、
游船等可优先过闸，更加影响了其他散货船。

“最多时700余条船等待过闸，这次下水预计
排队将超过20天。”老罗算了一笔账，他的船载重
6500吨，平均载货量5000吨，一趟总运费20万元
左右。按照人员工资、生活费，加上各类杂费，每等
待一天增加4000元左右成本，一个来回直接减少
10万元利润，不利于行业发展。

川渝滩多水浅
长江航道“通而不畅”有待纾解

三峡船闸拥堵，也影响了货物在四川的周转。
“受航道险滩密布等因素影响，长江四川段运输‘肠
梗阻’现象严重。”四川省交通运输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境内航道同样存在“通而不畅”问题，全省高
等级航道占比仅17%，目前长江四川段仅能保证
1000吨级船舶通行，枯水期只能减量通行。因此，
货物到重庆还得转运。

该负责人认为，长江水运优势明显，特别是三
峡成库以来，航道条件显著改善，水运成本低、运量
大、能耗少、污染轻的比较优势凸显，对促进川渝及
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川
渝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重庆段航道同样存在通行能力低的问题。“除
了洪水期，水位低时通行需要过驳，过驳的距离少
则数十公里。”重庆渝扬号船长倪正五说，部分江段
航行时要特别小心，不仅需要领航员、过驳船，还可
能会出现危险。

有业内人士提出，长江航道要实现重庆至上海
万吨船舶直达，要实现江海联运，需提升航道通航
等级，则全程航道水深不低于6米，当前长江上游、
湖北等航道深在3.5米左右，成为制约航段。

化解制约瓶颈
提升九龙坡至宜宾航道等级

近日，万州新田港，载运着4800吨粮食的恒达
518轮驶入码头，工人们利用专业吊具将散装粮食抓
取至集装箱中，再由起重机将集装箱吊装到列车车
厢，整个接卸作业连贯通畅，可谓无缝衔接。

据了解，新田港是重庆三大战略性枢纽港之
一。四川的货物经由达万铁路运抵该港，装船后顺
长江东行，在上海港换装海轮，可一路到达辽宁；而
进口货物从浙江舟山出发，到该港分装后，通过“水
水中转”集装箱班轮可发往四川。

“作为港口物流企业，我们的切身感受是，经过
这么多年建设，重庆三峡库区的通航能力得到改善，
货物吞吐能力大大提升，但在两端却存在制约瓶颈，
影响了长江上游的整体航运能力。”重庆新田港物
流有限公司商贸部部长田涛说，一个制约因素是三
峡船闸。三峡船闸已是影响长江上游航运能力的
一个“堵点”，这不仅影响企业市场竞争
力，也给企业增加了物流成本。另一个
方面，就是重庆九龙坡至四川宜宾江
段，多是未经梯级渠化的天然航道，航

道等级为三级，常年仅可通航1000吨级船舶，制约
了长江上游航运发展。

田涛认为，以上两大瓶颈问题解决，将大大降
低船舶通航安全风险和长江沿线物流企业综合运
输成本，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

升级基础设施
提高岸线利用效率避免锚地打挤

这几天，“豫信货13969”老罗正在南岸鸡冠石
水域卸载粮食，这船货已卸了11次。“锚地打挤，每
艘船停留时间有限。”他说，重庆主港区只有三个锚

地，集中在果园港上下，货船多了就打挤，每艘船无
法长时间停靠。货船严格控制卸货时间，时间到了
船就得挪开，另行预约时间停靠。这也就造成货装
得越多，需要卸载的次数就越多。

重庆一家船舶公司负责人谭总，印证了老罗的
说法，“需要在码头卸货的船很多，因此不能长时间
停靠。”谭总说。

在他们看来，主城区航道条件有限，新建锚地
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枯水期，对建设锚地的要
求更高。如何提高船舶卸货能力，谭总提到升级基
础设施。希望推动码头、锚地标准化改造，提高岸
线利用效率，形成智能和便捷一体化。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杨圣泉

30年老船长：这些年江上的船多了，我们最担心堵
川渝媒体联动 长江航运调查 ①①

右图右图：：上游航道在施工上游航道在施工

左图左图：：民生集团船舶在民生集团船舶在
长江进行运输任务长江进行运输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