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1身边·时政2016年4月28日 星期四

编辑：岩鹰 美编：马晓迪 组版：庆芳

韩韩国国客客携携11449966株株多多肉肉植植物物入入境境被被截截获获
这是我省截获全国单批数量最大案例

本报青岛4月27日讯（记者
赵波 通讯员 张刚 高瑞

刚） 27日上午，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通报了2016年一季度
山东口岸截获疫病疫情及进口
货物检出情况和近期典型案
例，我省截获全国单批数量最
大违规携带入境多肉植物。

27日上午，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通报，近日，青岛机场
检验检疫局在对来自韩国某航
班入境人员查验时，从一名韩
国籍旅客行李中截获韩国产多
肉植物8箱，共1496株。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
及其实施条例和《出入境人员

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多肉植
物属于禁止携带入境物品名录
内物品，工作人员依法对该批
多肉植物予以截留，并在规定
期限内进行销毁处理。这是我
国截获入境旅客携带单批数量
最大的一批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一般是指植物营
养器官的某一部分，如茎或叶
或根具有发达的薄璧组织用以
储藏水分，在外形上显得肥厚
多汁的一类植物。近些年，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
于各类新奇可爱的植物苗木尤
为喜爱，因此多肉植物逐年走
俏，从境外非法携带入境的行

为时有发生。
多肉植物包括景天科、番

杏科、仙人掌科等59科1万余
种，由于产地主要在海外，产地
有害生物发生情况极其复杂。
经初步风险评估，危害多肉植
物的有害生物多达上百种，其
中包括新菠萝灰粉蚧等检疫性
有害生物10种。多肉植物大都
生命力顽强，在常温、无根、无
保湿状态下可以存活多日，体
积小、耐旱耐高温，携带和邮寄
极其方便，一旦入境，可在短时
间内迅速传播，其携带的有害
生物亦可进行大量繁殖，存在
较高的疫病疫情风险。 检验检疫部门截获韩国客违规携带入境的多肉植物。

本报记者 庄子帆 黄广华

主航道将升“二级”

京杭大运河运营发展至
今，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航
道上的船舶越来越大了。现在
京杭大运河航道上船舶平均营
运吨位在800吨级，船舶的大型
化成为一个趋势。大部分船舶
在1000吨级，1500吨级的船舶
越来越多，而现在的航道等级
只能满足1000吨级的船舶通
行，装满货容易发生搁浅。

京杭大运河济宁至徐州段
航道由三级升级为二级，涉及
里程共178公里，其中济宁段为
140公里。升级后的航道可通航
2000吨级的船舶，水深比三级
航道加深了0 . 6米，单线直线航
道宽度增加了10米以上。“航道
升级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船
舶运量增大，这样一来能够降
低运营成本。”济宁市港航局局
长玄志祥说，目前，这个项目已
经完成了行业审查，计划今年
年底前后开工建设。

京杭大运河湖西航道也属
于京杭大运河的主航道，是一个
六级航道，部分通航，一直以来
不能投入正常使用，因此从二级
坝至苏鲁交界处的52公里航道

也将升级为二级。湖西航道升级
后，能够实现双线运行，交通分
流，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通行能
力。这一项目也已完成行业审
查，计划今年年底开工建设。

升级主航道，健全支流航
道，未来的京杭大运河将形成一
个干支直达的网络。济宁境内汇
入南四湖的支流共有53条，能通
航的有28条。下一步将重点升级
洙水河、老万福河、北大溜河、新
万福河、白马河、泉河、郓城新
河、西支河等8条支线航道，还将
复航包括梁济运河梁山至邓楼
船闸段航道、新万福河航道等在
内的支线航道。

到2020年，济宁市的二级
航道将达到192公里，高等级航
道总里程达到765公里。

破解“瓶颈”建船闸

与南方船闸不同，济宁境内
的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上的船闸
全部为单线运行，通行能力严重
不足，船舶待闸时间长，这也是
制约内河航运发展的一大因素。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建船闸。

京杭大运河微山南至峄城
段是运河最繁忙的航段之一，
是京杭大运河进出南四湖的咽
喉要道，承担着北煤南下和南
方砂石料等物资北上的重要运

输任务。位于该航段的济宁辖
区内的韩庄船闸，2000年建成，
自通航以来，始终处于单线运
行状态。近几年，随着京杭大运
河航运船只的数量不断增加，
而且船只逐渐大型化，船闸单
线运行已经满足不了现在过往
船只的通行。该船闸设计通过
能力为2100万吨，但在2011年
韩庄船闸货运量就已达4265万
吨，早已超过设计能力。

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工作，
去年11月份，韩庄复线船闸开工
建设。设计级别为二级，年通过
能力2900万吨，概算投资5 . 4亿
元，预计在三年内完工。除此之
外，还将建设微山三线船闸。

目前在建的船闸除了韩庄
复线船闸之外，还有微山一线
船闸，长沟船闸主体工程已完
成，进入了调试阶段。“通过船
闸建设，将从根本上缓解京杭
大运河长期以来单线运行通航
能力不足的情况，大大缩短待
闸时间，提高船舶运输效率，进
一步提高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
的通行能力。”玄志祥说。

总体规划八港区

大型化、专业化、现代化码
头相对较少，难以适应现代物流
发展的需要，这成了济宁航运发

展的一大瓶颈。《济宁港总体规
划》就是要对原零星分布在京杭
运河及其支流上的码头进行整
合，除少数建设较规范的码头保
留下来外，大部分需要拆并、改
造，对于拆除码头的运量重新规
划到新建的作业区内。

济宁市有8个县（市区）通
航，每个县（市区）都将建一个
港区，根据《济宁港总体规划》，
济宁港划分为主城、微山、梁
山、汶上、嘉祥、邹城、金乡、鱼
台8个港区。其中主城港区为核
心港区，微山港区为主要港区，
其它港区为一般港区，八大港
区下设26个作业区，规划新建
泊位228个，预留泊位24个，新
增陆域面积1473万平方米。

社会资金补“短板”

将水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
航运经济优势，需要通过建设
航道基础设施来完成，而航道
升级、船闸建设等项目都需要
大量的资金，动辄上亿资金的
投入，多则几十亿。除了从省财
政获得一部分资金之外，大部
分是市县两级财政资金，但资
金压力难以承受，造成了一些
航道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洙水河航道改造工程在
2008年就已经实施，但进度较

为缓慢，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瓶
颈。这个项目一共投资4亿余
元，投资主体为政府，后来引进
社会资金1 . 6亿元。“国家财政
拨付的资金不能满足该工程建
设的需要，制约着航道升级的
进度，这是吸引社会资金注入
的主要原因。”玄志祥说，社会
资金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符
合国家政策要求，也是破解资
金瓶颈的途径。

玄志祥介绍，洙水河航道
升级改造工程的“政府+市场”
运作模式是山东省内河航道基
础设施建设的首例，济宁境内
纯市场化运作的还有白马河、
老万福河、北大溜河等支线航
道。“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大，回报周期长，纯市场化难以
运作，政府占主体投资，社会资
金补齐政府投资不足的短板，
也是破解资金不足的最佳途
径，这种方式能够加快航道基
础设施建设。”玄志祥说，同时
政府占投资主导地位，能够降
低收费额度，减轻企业、船主的
负担。

“政府+市场”运作模式将成
为推动济宁港航基础设施建设
的主要模式，即将建设的韩庄复
线船闸、老万福河航道升级改
造、梁山段老运河复航等工程都
将采取这种模式推进。

升升级级京京杭杭大大运运河河，，货货畅畅其其流流
济宁段140公里航道加深0 . 6米，可通航2000吨级船舶

京杭大运河纵贯济宁210公里，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货畅其流，船有其运”的景象依然能够看
到，但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着港航发展。今年，济宁计划将京杭大运河升级为二级航道，同时加快船
闸建设，解决船舶通行问题，充分发挥“黄金水道”的作用。

京杭运河航道济宁段将升级为二级航道。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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