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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潮涌千帆竞
本刊记者   张弛

万里长江碧波浩荡，奔腾向前，孕育了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发展，这是党和国家着
眼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以下简称“长
航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交通运输
部关于绿色交通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
从绿色航道、绿色港口、绿色船舶、绿色运输组织方式
四个方面持续作为，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
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实现了长江航运发展从“量”
到“质”的巨大跨越，描绘出一幅绿色发展的壮美画卷。

1 开辟生态新航道
隆冬时节，碧波映衬着湛蓝的天空，与岸旁的芦苇、

草地和树木交相辉映 , 色彩斑斓。曾经寸草不生的倒口
窑心滩，如今成为景色如画的人造“生态湿地”。

倒口窑心滩只是长江航道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长江航道牢固树立并切实将“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贯穿整个长江航
道规划、建设、发展等各个领域，大力推进生态航道建
设，着力打造绿色航道。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
而是不要搞破坏性开发。积极探索走向“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全新途径，开展航道规划环评工作，重视航
道生态承载能力，科学合理确定航道开发强度，在项目
前期研究阶段做“加减法”，将多个整治工程项目合并
减化为数量更少的“生态航道建设工程”。近年来，在
长江上游，整治建筑物调减了 17.3%，疏浚工程调减了
51.9%，清礁工程调减了 75.5%，同时增设数处鱼类栖
息地保护区。

以绿色航道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生态航道建设，
将过去重整治转变为“系统治理、生态守护、生态修复”
三者并举，依靠创新驱动促进航道向绿色、低碳发展方
式转变。

如今，一批航道整治工程在长江流域形成示范效
应——

2018 年，武安段 6 米深水航道整治工程总投资 37
亿，生态投资占比大幅提高，达 4.5 亿。9 个单滩设计，
均配套实施生态工程。此外，工程在多处试点生境修复
营造区建设，首创“生态涵养实验区”，使用新工艺、
新技术设计出“人工鱼礁”，在满足航道整治的要求的
同时，为水生生物和两栖动物打造安全的休憩、生活空
间，为鱼类产卵繁殖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长江中下游，荆江航道整治工程以其创立的“生
态航道”概念，荣膺“全国内河航道生态环保示范工程”
称号，昔日倒口窑、腊林洲、南星洲、桃花洲等旧时滩涂，
如今风景如画、牛羊成群，宛若“绿色走廊”。工程建
设期间，修复陆生、水生环境 218 万平方米，保护区江
豚数量净增 15 头，麋鹿净增 207 头，国家“四大家鱼”
产卵场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按照“取之于长江，用之于长江”的原则，积极推
广疏浚弃土生态化综合利用，使其“变废为宝”。2018
年，上海横沙岛滩涂整治工程一年吹填疏浚弃土 3407
万方，利用率达到 57.4%。“十三五”期，长江口航道
疏浚弃土利用约 1.5 亿方，建成陆地面积近 56 平方公里，
实现收益约 10 万亿元，有效降低了航道维护费用，并
节约了国家财政经费支出。

2 绿色港口逐浪行
曾几何时，靓丽的长江“病”了、“丑”了，一批

高污染工业密布长江沿岸，肆意排污让长江“病从口入”，
非法码头、黄砂站等违规作业让长江变得“脏乱差”。
近年来，长航局直面严峻挑战，以绿色港口建设为抓手，
积极推进长江港口的绿色发展。

长江治理，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为推进长江
港口岸线节约集约化利用，筑牢长江重要生态屏障，长
航局依照法规严格审查，合理安排岸线利用建设项目，
并结合实际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九江港和宜昌港等港
口岸线使用情况进行了评估。

为还长江一江清水、一岸翠绿，长江沿线港口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和“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从“保护端”和“发展端”双向发力，推
进长江港口岸线节约集约化利用。对开发前景良好但暂
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岸线，保持适当“留白、留绿”，对
部分威胁水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的岸线重点做“减
法”，全力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可有效降低碳污染排放
量，减少噪声污染，是最有效的减排方式之一。实现“以
电代油”，燃料成本节约、生态效益凸显。为此，长航
局加快推动港口岸电应用，按照“先易后难、先客后货、
分类分级”的原则，持续建设、推广利用港口岸电，推
进长江干线商品车滚装码头和商品车滚装船岸电建设使
用全覆盖，开展长江干线集装箱码头和集装箱船（含多
用途船）岸电应用试点，并实现三峡核心坝区、长江沿
线岸电全覆盖，可带动码头企业、供电企业等服务业集
聚发展。2019 年 8 月，长江干线 15 家大型港口企业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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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泊位的岸电设施覆盖面扩大至 53%。截至 2020 年 9
月 26 日，三峡旅游客船用电量 602.7 万千瓦时，替代
燃油 1416.3 吨，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 4461.3 吨，节约
用能成本 482.1 万元。

配合开展非法码头、非法采砂等专项治理，确保环
境安全。长航局配合地方政府完成了非法码头专项治理，
同时强化巡查，防止死灰复燃，并积极参与码头规范、
提升工作，大力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治理，推进非法采砂
入刑实践。2018 年，长航公安破获涉砂案件 1163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465 人，扣押涉案江砂 13 万余吨，涉
砂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截至目前，共拆除、改
造非法码头 1361 座。修复后的码头不仅让生态保护达
标，而且使区域物流承载能力得到有效增强，曾经威胁
生态安全的“高压线”，现在已转变为港口经济带的“发
动机”。

3 长江船舶迎“蝶变”
长江作为一条航运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常年

运营的运输船舶达 11 万余艘，船舶污染防治任务艰巨。
近年来，长航局大力推动长江船舶绿色发展，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积极推进船型标准化。长航局组织制（修）订长
江水系、京杭运河、淮河水系过闸运输船舶标准船型主
尺度系列，并配合交通运输部推进国家强制性标准制定
工作；建造运营近 200 艘大长宽比三峡过坝主力船型，
使闸室利用率提高 30% 以上，一次过闸船舶吨位提高
60% 以上；淘汰排放高、能耗大、效率低的落后老旧船
舶，推进长江船舶改造升级。目前，长江干线货运船舶
平均吨位达 1960 载重吨，吨位增长近 2 倍，而单位能
耗下降 20%，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在推广清洁能源方面，长航局大力推广新能源船舶
研发和建造，并在长江干线探索布局 7 座 LNG 接收站
码头。目前，长江上已有 200 余艘 LNG 动力船投入运营。
同时，长航局还积极推进纯电力动力船舶应用，2019
年以来，相继建造 3 艘纯电动船舶并试运行。

如何实现船舶污染物高效环保接收处置，让一江碧
水向东流？长航局在长江全线展开“一零五全三提升”
的攻坚行动，在江苏段实施船舶污染物“一零两全四免
费”模式，其中，对内河船舶的生活垃圾接收、生活污
水接收、水上交通和锚泊实行免费，已成为推动船舶污
染物接收收费方式改革的成功实践，收获了越来越多的
认可。

随着长江船舶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长航局开始
探索通过技术手段，快速、准确地掌握船舶水污染物排
放监测数据。2020 年 7 月 1 日，“长江干线船舶水污
染物联合监管与服务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不仅可在
长江干线全线实现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全链条监
管，还可为船方处理污染物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船
员可使用手机 App 或微信小程序，事先查找最近的接

收点，然后通过“一键申请”预约投放污染物，既方便
又高效。据统计，目前系统在线注册用户已突破 10 万，
服务船舶近 70 万艘次。

4 绿色高效启新篇
江河滔滔，其势在畅。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在转型升级中实现“货畅其流”，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近年来，在长航局的有力领导下，江海联运、
铁水联运等绿色高效的运输组织方式快速发展。

问题就是实际、就是方向、就是“有的放矢”的靶
子。长航局大力支持和鼓励江海联运、干支联动、铁水
联运，协调推进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成果丰硕。

——推进铁水、公水等多式联运发展。以集装箱铁
水联运为重点，以多式联运示范工程为抓手，鼓励物流
企业探索“水运 + 冷藏班列”等铁水联运新模式，促进
形成与国际海运、陆海联运、国际班列等有机结合，持
续提升集装箱和大宗货物铁水联运比重。近年来，联运
设施设备不断完善，联运线路不断延伸，支持开通长江
中上游首条国际航线武汉—日本关西江海直达航线，稳
定运行武汉—东盟、卢—汉—台等江海联运航线，重庆
果园港、武汉阳逻港、黄石新港、湖南城陵矶新港等铁
水联运、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陆续建设验收，使长江干线
主要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得到快速增长。

——提升运输组织效率。优先发展干散货、集装箱
江海直达运输，鼓励沿江内贸适箱货物集装箱化，促进
干支直达、江海联运和水水中转。2018 年 4 月，国内
首艘江海直达干散货船——“江海直达 1”号完成首航。
随后，湖北打造的 1140 船型“汉海 1 号”“汉海 2 号”
相继投入运营，该船型单箱平均日油耗降低 20% 以上，
在大幅提升运输效率的同时，耗能污染大幅降低，入选
了“2018 年全球明星船舶”榜单。2020 年，5 艘武汉—
上海 1140TEU 江海直达集装箱船、2 艘武汉—日本关西
500TEU 江海直达集装箱船、1 艘长江中下游—宁波舟
山散货江海直达船等陆续建成投用。

——推进“互联网＋”水运融合发展。通过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转变发展方式，使信息服务更加精准高效，
在保障航行安全、提升航运效益、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
效果显著，有力地促进长江航运向绿色、高效转型。如
利用电子航道图等技术引导船舶科学配载、合理选择航
线和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水深，减少燃料消耗与排放；通
过优化三峡枢纽通航调度、提高船闸快速检修能力、推
广三峡船型、协调优化水库调度方式等措施，提高船舶
过闸效率。

长江之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走过极不平凡的
十年跨越历程，长江航运绿色发展以历史性成就、历史
性变革，汇聚了长江航运实现发展跨越的强大动力。面
向新的壮阔征程，长江航运绿色发展必将谱写新的壮丽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