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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产业大脑”，“港+N”深度融合

满帆奋进，济宁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

陈丹 曾现金
通讯员 臧盛博 高峰
济宁报道

黄金水道释放黄金效益

京杭大运河的黄金效应，不
妨从一场盛会说起。1月8日，济
宁能源发展集团2025年度战略客
户恳谈会暨港贸产高质量融合
发展推进大会举行，当天不仅吸
引煤炭、钢材等领域的“老朋
友”，还有港口运营、数字化平
台、金融等领域的“新伙伴”，共
有近400企业参加了本次恳谈
会，签约合同额突破千亿元。

与会的晋能控股集团煤炭
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党春林，忍不
住地为京杭大运河点赞。“济宁
拥有内河航运优质资源，‘公铁
水’多式联运具有降低物流成
本、通江达海等多方面优势。”

“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畅达，
得益于济宁的黄金区位优势，也
是济宁疏通东西、南北的“核心
配方”。梁山港位于瓦日铁路、京
杭运河的黄金交叉点，龙拱港全
面接入新菏兖日铁路主线，还有
太平港、跃进港等组成内河航运
港群，沿着京杭运河可直达长
江，绘就“丰”字形的大通道，山
西、内蒙古等地借助济宁的内河
航运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
互连接，形成运输无缝的货运大
动脉。此外，通过抢抓“粤苏皖
赣—港澳—南亚—国际物流大
通道”向北延伸的机遇，精准对
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济宁已
开通直达越南、泰国等国家的外
贸集装箱航线，成为通江达海的
新门户。

京杭大运河犹如一条丝线，当
一件件货物流通起来，便串联交
织，形成四通八达的物流贸易网。
2024年，济宁港口吞吐量超9500万
吨、集装箱吞吐量超40万标箱，稳
居全省内河首位。截至目前，已开
通内河航线64条、集装箱航线26
条，物贸网络覆盖全国152个城市，
国际航线通达16个国家。

物流畅达是关键一步，但济
宁并不满足于此。“我们成立融
汇数易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不
仅能为客户提供‘一单制’‘一票
制’的门到门、一站式的交易服
务,还能汇聚客户资源,拓展交易
生态圈。”山东融汇物链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孟瑾介
绍,通过将各品类货物价格、客户
信用情况、金融信息等大数据收
集,该平台还生成“运河指数”,为
货物交易提供可靠数据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以该平台为
基础，济宁能源还启动“现代内
河航运产业大脑”，通过集纳多
样化运输委托、港口作业委托等
核心服务，确保货主能够在一个
平台上完成所有相关操作。通过
港口管理系统、物流管理系统与

外部港口系统、政府系统等的对
接，解决产业链之间缺乏协同能
力，信息流通不同步导致的“信
息孤岛”等问题。

建成后的产业大脑，不仅
能够实现信息互通，打造高效
的货物集散和转运机制，也能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通
过整合各个企业的数据，将建
成专属的行业数据库，实现对
产业发展的分析与优化，进一
步推动港港协同、港贸协同、港
金协同、港船协同、港仓协同的
发展，促进内河航运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港口迎来“智变”浪潮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型设
施，也是内河航运发展的重要支
撑。如何以港口赋能航运，让贸
易更“聪明”，济宁龙拱港走的是
智慧化之路。

在龙拱港堆场内，一辆辆无
人集卡正在有序运行，凭借北斗
导航、5G通信、多传感器融合智
能感知，实现车辆任务分配、路
径自动规划。龙拱港自动化场桥
和自动化岸桥全部采用远程监
管和操控，全面实现了现场装卸
无人化，无人集卡全场高精定位

2厘米以内，停车对位时间5秒钟
以内，比传统的人工集卡对位效
率提升30%以上。

“龙拱港率先将‘海港先进
理念’全面引入内河，借鉴海港
全自动化码头布置经验，创新性
融合京杭大运河水运特点，投用
了自动化岸桥、全自动化场桥，
部署工业5G专网，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在线仿真、3D箱区扫描
等前沿科技赋能，TOS系统高效
协同，集装箱作业高效智能。全
部港机设备电力驱动，配置能量
回馈利用装置，让港口生产更绿
色。”龙拱港科技信息中心技术
员刘文斌说，龙拱港全流程自动
化的四大核心系统，均采用了国
产化方案，解决了自动化港口核
心技术“卡脖子”的难题，具有自
主可控、稳定性好、投资低、周期
短、可推广的优点，为内河港口
自动化建设和海港设备国产化
替代提供了“龙拱方案”。

如今的龙拱港，已成为全国
第一家实现无人智能运输常态化
运行的内河港口、全国唯一实现自
动化系统全域国产化的集装箱港
口，还是北方规模最大、自动化程
度最高的集装箱内河港口。

不仅在港口码头，“智变”的
浪潮还延伸至航道升级。济宁沿
京杭大运河主航道建设水位、气
象、航标遥测、电子卡口等感知
传输设备356套，实现航道、港口、
船闸、船舶全程可视化动态管
理，形成全省内河第一张水陆融
合电子航道图，里程达183公里。
济宁还完成主航道“三改二”、湖
西航道改造等工程，建成全省内
河第一条二级航道，三级以上高
等级航道增至360公里，济宁以南
全部实现双向双线船闸通航。

此外，通过汇聚航道、港口、
船闸、船舶、水文、天气等基础信
息和物流信息，济宁市港航事业
发展中心打造以“济港通”平台
为核心的港航“微服务”矩阵，船

民可以通过手机端查看水位水
情、航道航标、辅助航行等信息，
享受平台提供的信息发布、船舶
检验、物流信息等40余项服务内
容。“使用‘济港通’可以查看航道
水位水情、航行密度、船闸通航等
情况，合理选择航行路线、安排过
闸时间。而且，平台将货物、船舶、
仓储、物流等信息进行整合，向我
们进行智能推送，有效解决了船找
货难和货找船难的难题，降低了
回程船舶的空驾率，让我们更有
的赚。”船主王云海说。

临港产业初步聚链成势

“嘟——— ”元旦前一天，济宁
白马河上，随着一声汽笛鸣响，
开启了内河“零碳”运输的崭新
航程。当日，京杭运河山东段驶
来 首 艘 内 河 纯 电 动 力 运 输
船——— 67 . 6米纯电动力多用途
运输船“6006”，由山东新能船业
有限公司交付客户，从白马河驶
入京杭大运河，完成首航。

“京杭大运河常年运行的内
河船舶有10000多艘，这些船只
多属于老旧杂散营运船，缺少标
准化的规格。船舶排放标准较
低，污染严重，亟须升级换代。”
新能船业董事长张强说，新能船
业的新能源船舶，恰恰满足了绿
色航运的需求。据了解，新船型
实现新能源动力、低阻力、船机
桨匹配、船体结构轻量化等4项
突破，较传统内河船型船阻降低
6%，节能3%，自重降低5%，污染
物排放量降低90%以上，碳排放
降低15%，跟燃油船相比，燃料费
可节约3000元/百公里，实现了

“含新量”“含绿量”双提升。
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副总

经理段彦仁称赞新能船业，开启
了内河船舶智能制造、绿色发展
的先河，即使与国内外造船企业

“短兵相接”，也具有竞争优势。
“新能船业还将带动周边相关产
业的发展，有利于打造临港的百
亿级内河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集
群。”段彦仁说。

不仅如此，近年来济宁以京
杭运河为轴线，加速建设梁山港
煤钢物流园、跃进港百亿级钢铁
和百万吨级粮食物流园等“六大
临港百亿园区”，推动港口和腹地
产业板块高效协同、深度融合。梁
山、任城、邹城、微山、嘉祥等县市
区充分发挥港口带动作用，布局建
设一批临港工业园区、物流园区，
推动临港产业聚集，“以港聚产、以
产兴城、港产融合”的恢宏图景，正
在孔孟大地徐徐展开。

干字当头，勇挑大梁。济宁
将锚定打造中国北方内河航运
中心，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
环，加快建设亿吨大港口、发展
亿吨大物流、培育千亿大产业，
推进内河航运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建设山东对内陆和国际开
放桥头堡。

1月11日，济宁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济宁将通过争创国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提速打造
“六大临港百亿园区”、争创全国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等举措，打造北方内河航运中心。《报告》为济宁内河河航运产业的发展绘好“施工图”。

济宁是“运河之都”。长久以来，京杭大运河一直是济宁的一张名片。不过，由于其原本的商贸运输功能一度消失，““这张名片”强调的往往是其文化属性。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复航，这条“文化河”逐渐恢复其商贸本色，再度成为一条货畅其流、连接南北的“贸易河”。以河河为媒、以运兴产，济宁作为资源型城市的绿
色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也与这条河深度绑定。

济宁支持山东新能船业增订单、扩产能。

启动“现代内河航运产业大脑”，提升产业链之间的协同能力。

龙拱港率先将“海港先进理念”引入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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