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彭传刚 组版：侯波

小清河上再鸣汽笛 千吨大麦济南出港
半载试航开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36箱大麦乘船至淄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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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
者 于泊升 王杰 夏侯凤
超 李梦瑶 杜春娜 实习
生 李奕萱） 继全线空载
试航后，7月21日，小清河济
南港再鸣汽笛。港口集货完
成后，36个集装箱在主城港
区完成装船，这也是断航26
年后，小清河运送的第一批
货物。半载货物的“鲁清101”
试航船从复航第一港——— 济
南港起航，向下游的淄博港
高青港区驶去。

21日上午7点，小清河济
南港主城港区水面一片平
静，码头上高大的龙门吊一
头伸向船舶，一头伸向堆场。

“鲁清101”试航船缓缓从码
头驶出，穿过港池进入航道。

小清河复航全长169公
里，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穿
过济南、滨州、淄博、东营后，
在潍坊羊口入海。经过三年
建设，小清河全线航道拓宽
完毕，沿线船闸、节制闸全部
建成，新建港口均已竣工并
取得经营许可。

7月1日，具备通航条件
的小清河开始全线空载试
航，磨合每座港口、船闸以及
航道。7月4日，小清河结束空
载试航，船舶靠泊济南港。7
月20日，主城港区集货完成
后，首批集装箱在码头装船，
小清河复航21日开始新一轮
试航。

“本次试航主要检验载
货状态下，船舶的运行能力
及航道通行状况。”济南港工
作人员介绍，船舶装载了36
个集装箱，箱货总重1080吨，
试航航程66公里。

首批集装箱装载了哪些
货物，是怎样运到港口来的？

“集装箱内是大麦，产地为哈
萨克斯坦。”济南市物流口岸
办有关处室负责人称，第一
批装船货物是中欧班列（齐
鲁号）带回的农产品，从哈萨
克斯坦直达济南董家铁路货
运中心，在该枢纽完成卸货，
转运汽车，走公路运到济南
港主城港区。这批货物装船
下水到达高青港区后，将在
港口卸货，再由陆路运往滨
州惠民。

记者获悉，21日下午4时
30分，“鲁清101”试航船靠泊
淄博港高青港区。试航船停
靠目的地高青港区，标志着
小清河首次载货试航结束。

对山东而言，小清河复
航后，将为沿线五座城市带
来新的物流通道，水运可为
企业节约综合运输成本，从
而提高整体竞争力。在规划
中，小清河复航将依托内陆
港口与疏港铁路、公路，可与
中欧班列连接，水铁联运。同
时，出海后，小清河还可通过
山东沿海港口接上海上丝绸
之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黄
金水道”。

文/片 记者 于泊升 王杰
夏侯凤超 李梦瑶 杜春娜
实习生 李奕萱

从阿拉山口直奔济南
进口大麦集结第一港

静如镜面的河水，清晨的小
清河济南港上一片静悄悄。

21日6时30分，一阵轮船汽笛
声打破了这份安静，几声低沉有
力的“嗡”“嗡”声响彻整个港口，
济南港一下子热闹起来。

再次检查货物装载、解开船
上缆绳、拉上船锚……船员们做
完开船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载着
36个货物集装箱的“鲁清101”试
航船缓缓启动，朝着下游淄博港
高青港区驶去，小清河负载试航
正式开始。

“现在只能说是放松了一半！”
河面上的“鲁清101”越行越远，围
观众人渐渐散去，付世豪的视线
却一直跟随着船影，直至试航船
真正驶出港口，“今天下午到达高
青港，到港后如何转运出去，我们
还得及时做好协调对接。”

“这批货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的大麦，第一批是36个集装箱。货
物在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办理手续
后，中欧班列（齐鲁号）一路运至
济南。”港口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说，“半个多月准备了151个集装
箱的货，两趟中欧班列（齐鲁号）
先将集装箱运到济南董家铁路货
运中心。这期间，该批货物陆续运
抵济南港主城港区装船。”

小清河复航，让中欧班列深
入山东腹地多了新选择。

“董家铁路货运中心离济南
港不远，而且小清河复航串联起
了省内五市，这有利于放大中欧
班列的通道作用。”山东大学交通

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汝华
说。

一般而言，中欧班列（齐鲁
号）从济南、青岛等城市出发后，
沿陆上丝绸之路开行，不仅要送
去货物，返回时还会从他国带货。

“对济南来说，这是回程中欧
班列（齐鲁号）第一次用水路转
运。”张汝华认为，21日的小清河
半载试航给欧亚班列转水运输开
了个好头。

坐完火车汽车再坐船
“铁公水”多式联运

“远道而来”的哈萨克斯坦大
麦是怎样从中欧班列（齐鲁号）转
到小清河港口的？

“董家铁路货运中心是济南
开行中欧班列（齐鲁号）的集结
地。”21日上午，济南港码头上，中
欧班列（齐鲁号）工作人员介绍，
回程班列一般进董家铁路货运中
心，再从这里分散到各目的地。

紧接着，该工作人员拿出一
份地图，指了指上面董家街道的
位置，“它们距离很近，汽车在董
家铁路货运中心装上中欧班列上
的来货，走公路到济南港，一趟最
多一小时。”

经过近几年发展，中欧班列
（齐鲁号）箱货分拨、转运等已经
有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当决定要
用小清河航道后，两列哈萨克斯
坦回程班列开始“铁转公”。

上午7时40分，试航船载货驶
离济南港主城港区后，港口管理
人员在码头清点了剩余的集装
箱。“现在码头上还有一百多箱
货，正在准备后期的运输计划。”

按照首次载货试航计划，“鲁
清101”在济南港主城港区起航
后，直奔下游，在淄博港高青港区
卸货。

小清河复航一期工程的四座
港口都有完善的公路网支撑，济南
港主城港区、章丘港区周围国省干
道、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淄博高青
港区以及滨州博兴港区也有支撑
货物转运的路网。在规划中，沿线
港区打造临港产业，通过建设疏港
公路、疏港铁路发展多式联运。

“这批货的目的地是滨州惠
民，在高青港区卸货后，36箱大麦
将依次装上货车，走公路运到目
的地。”山东省交通运输厅二级调
研员王继宏说，从阿拉山口入关，
到济南，再到淄博、滨州，小清河
的首批货物实现了铁路到公路，
到水路，再到公路的转换，完成

“铁公水”多式联运。

小清河搭上中欧班列
海外货物入鲁“一单解决”

对于多式联运，山东省内物
流专家孙成林也有共鸣。“小清河
的发展，不仅是依靠一条航道，
100多年前，这条古河道就与铁路
有过交集。”孙成林在山东京博物
流供职多年，对于山东省内的内
河航运、陆路运输颇有研究。

“那时候的联运不在现在的
济南港，而在城区的黄台。”王继
宏在其著作《小清河通览》中介
绍，1904年，近代民族工业的萌芽
发展期，济南开埠，小清河沿岸分
布着不少工厂，轻工业比较发达。
济南工厂生产的布匹、食用油、加
工品会通过小清河运往沿线城
市，沿线城市的农产品也会顺河
而上到济南。

济南开埠后，小清河货运需
求增多，而随着胶济铁路的运营，
两条大通道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
系。“1906年，连接小清河和胶济
铁路的清泺小铁路建成，相当于
早期的一种‘疏港’铁路，在一定

历史时期，实现小清河与胶济铁
路的联运。”王继宏说，现在的小
清河河宽了、水深了，通过欧亚班
列还能出国了。

在孙成林看来，这次联运，小
清河“搭上”了中欧班列的快车，
中欧班列则借助小清河水运优
势，真正实现了“双赢”。

“济南开行的中欧班列（齐鲁
号）回程时，在董家货运枢纽卸
货，一般是走公路，需要货主找车
前来提货，现在转运小清河，多式
联运‘一单解决’。”付世豪称，这
次运送，他们与海河港口公司联
合签发国际多式联运“一单制”提
单，客户凭提单进行提货，最后运
抵客户工厂。“这种方式可以节约
客户时间，简化提货手续，多种运
输方式全覆盖，为客户提供铁路
转运、水路运输、港口堆场提货等
服务。”付世豪算了一笔账，由董
家铁路货运中心转水路运送至目
的地，比走公路要节省一部分成
本。“大宗、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
由中欧班列转运小清河，是一种
不错的选择。”

“通过中欧班列，小清河接上
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扩大了
陆海新通道的作用。”孙成林认为，
中欧班列稳定的开行数量，持续
增长的进出口量，也将为小清河
变身“黄金水道”提供更多助力。

除了通过中欧班列连接陆上
丝绸之路，小清河复航后，还可利
用山东沿海港口接上海上丝绸之
路。小清河计划打造海河直达船
型，申请特定航线，船舶从内河港
口可直接驶入近海，在近海港口换
船后，进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目前，小清河复航正在开拓
货源，吸引沿线货运向内河聚集。
本次半载试航后，中欧班列（齐鲁
号）计划继续利用小清河转运合
适货物，壮大内河水运通道。

乘“一带一路”东风，搭上中欧班列快车
复航后的小清河将变身山东境内“黄金水道”

“一头是西北
边陲开放口岸，一
头是山东腹地内河
港口，中欧班列（齐
鲁号）接上小清河
后，济南港与新疆
阿拉山口‘牵手’。”
7月21日，山东高速
齐鲁号国际陆港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付世豪来到小清
河济南港主城港
区，目送首批货物
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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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36个集装

箱大麦的试航船，驶

出小清河济南港主

城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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