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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港口：规模更大、辐射更远

龙年春节刚过，青岛董家口港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冒着7级
大风，顶着强势寒流，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新一年的建设工作，不到一
年时间，我国第一个可停靠40万吨级大型船舶码头，已屹立在董家口
港。

董家口港的日新月异，是山东沿海港口进入大发展时代的集中体
现。在“蓝”“黄”两大国家战略的带动下，山东的海岸线上，到处是新生的
海港。

目前，在我省的港口布局规划中，原先只是“一般性港口”的潍坊港、东
营港和滨州港，跃升为我省“地区性重要港口”，并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国沿海
港口建设布局规划，预计到2015年初步形成黄三角港口集群，其中东营港的货
物吞吐能力将达到5000万吨。

山东省港航局局长刘福臣介绍，2011年，全省港航系统完成基建投资95 . 1
亿元，同比增长10 . 7%；新增泊位15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10个。青岛董
家口港区20万吨级矿石码头、日照港岚山中港区30万吨级原油码头以及潍坊、
莱州等黄河三角洲地区万吨级泊位相继投产试运行，为我省新增航运年通过能
力2810万吨。

刘福臣表示，今年，山东省港航将投资95亿元，其中沿海港口投资83亿元，继续
加大港航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沿海港口吞吐量突破10亿吨。逐步形成以青岛港董家口
港、日照港岚山中港为代表的一批深水良港为龙头，潍坊、滨州、东营等黄河三角洲
地区万吨级港口为纵深的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齐全的港口体系。

内河航运：复航、通航进程加快

与沿海港口迅猛的发展势头相比，山东内河航运前行的脚步也在加快。眼
下，与南水北调工程一道，千年古水道京杭大运河正从目前的起点济宁，逐步
向泰安东平北上；而贯通山东直达京津，也开始从梦想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打通洙水河道，向东衔接京杭大运河，重新恢复菏泽黄河支流“黄金
水道”的构想，也在中原腹地的巨野平原上指日可期。而打通济南、淄
博、滨州、东营、潍坊五市，实现小清河从观光河道变身货运水道的蓝
图，也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正是这一系列的北延、东进，让2011年山东内河航运的投资同
比增长180 . 8%，达到了14 . 6亿元。而且山东省港航局局长刘福臣
表示，2012年，我省内河建设将再完成投资12亿元，重点加快京杭
运河北延工程中四座船闸的改造和新建工程；落实菏泽洙水河
航道改造工程收尾以及后续工作。加快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
段航道升级改造工程以及菏泽老万福河航道改造工程、泉河
及大清河航道工程、小清河复航工程等一系列内河航运建
设。

其中，备受关注的小清河复航工程，省港航部门还将
探索“贷款建设、收费还贷”的新模式，积极寻求大型企业
与港航管理部门组建股份制企业，合作建设、经营内河
航道、船闸和码头，形成多元化融资格局。

“水元素”质变山东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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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忽视山东与水的渊源：黄河给山东带
来了1500条干流10公里以上的内河；京杭大运河纵
贯山东南北；烟台、青岛、日照等大批优良港口洒满
占全国1/6的3100公里海岸线。全年海河港口吞吐量
突破10亿吨，沿海港口吞吐量达到9 . 62亿吨。

区位、资源以及“蓝”“黄”两大国家战略推动等
多重优势因素的叠加，让“水元素”，成为催化山东
大交通格局蓬勃发展的质变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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