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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青岛港：助力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加快打造“五个国际领先”，开启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崭新航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通讯员 孙嘉豪 徐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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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大港公司7码头
作业现场，伴随着清晰有力的作业指令，近

1600辆国产新能源商品车装载上船，标志着“大港－
土耳其”滚装航线首航成功。这是青岛航运枢纽能级

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一个缩影。
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综合概念，集融合发达的航运市场、丰沛的物流、

众多的航线航班于一体。新发布的2024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
发展指数报告显示，青岛位列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第15位。

城市离不开港口支撑，港口发展需要城市依托。对于青岛而言，港口
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更是建设国际航运
中心的核心战略资源。

自山东港口组建以来，作为发展“龙头”的青岛港，在时代发展浪潮中
“定好位、走在前”，积极融入、服务新发展格局，加快打造“五个国际领先”，
开启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崭新航程，为青岛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在这一进程中，港口与城市的关系被赋予更深厚
的内涵，青岛港的全新优势得以塑造，服务城市发展的角色更加鲜明、
生动。

海陆联通
提升港口“硬核”实力

青岛要实现国际航运中心能级的进阶，离不
开港口“硬核”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作为沿黄流域最经济便捷的出海口，青岛港
的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世界第四
和第五，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海铁
联运箱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构建起陆海联动、
双向互济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由中国经济信息
社与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世
界一流港口综合评价报告（2024）》显示，青岛港
在“世界前列”方阵中位居第4位，并且连续两年
排名位次前移。

今年以来，依托山东港口一体化发展平台，
青岛港携手各大船公司增加运力，先后增开欧
洲、南美、中东以及东南亚等国际集装箱航线
17 条，仅 10 月份就争揽达飞、马士基以及太平
等船公司美西、非洲以及中东等航线加班船70
余艘次，为客户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口运输服
务保障。

海向增航线、扩舱容、拓中转，陆向开班列、
建陆港、拓货源，巨大的吞吐量为城市带来了物
流、商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

举个例子，青岛和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
木图相距万里之遥，但凭借青岛港到阿拉木图港
的一条跨境物流大通道，汽车配件、电子产品、轮
胎、农产品等货物实现了物流的双向畅通，放大
了青岛的“一带一路”“双节点”效应。

近期，国家、省、市出台的一系列顶层设计都
对青岛港提出了更高要求。

交通运输部、省政府联合批复的《青岛港总
体规划（2035年）》，提出了建成“世界一流强港、
航运物流枢纽、区域经济引擎、魅力活力空间”的
发展愿景。

《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年）》提出，到2026年，青岛国际航运
中心建设初见成效，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7.7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600万标准箱，航线总数
达到240条。到2028年，青岛国际航运中心核心
功能和框架初步形成，2035 年建成世界一流国
际航运中心。

可以预见，青岛港的大踏步前进，将为青岛
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增添更多底气。

港城联动
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打造国际航运中
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对照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
数，国际航运中心不仅要求有港口吞吐能力的

“硬支撑”，更需要在港产城融合等“软实力”上下
功夫。

如何让港口释放更为强劲的辐射力？关键
词正是临港产业。纵观顶尖的国际航运中心，结
合区域优势和腹地产业结构发展相匹配的临港
产业，是实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不二路径，比如

以高端制造为主导的上海、以临港航运
物流服务为特点的新加坡、以商贸物流

业为特色的纽约等。
有关专家认为，以港口带动临港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模式，能使港口以更高效能、更有韧性、更
便利的服务，形成与城市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在山东港口的部署下，青岛港主动对标世界
一流港口，深化打造港城命运共同体，推进港产
城融合发展，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港口项目、
一揽子量身定做的服务方案，赋能地方发展，全
力当好城市发展“金牌合伙人”，全力构筑港口

“生态圈”。
11月12日，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液

体化工仓储工程（二期）土建项目施工任务全部
完成，并顺利通过交工质量核验。该项目将进一
步实现港区功能拓展，助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和
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近五年，青岛港集团累计完成工程投资
398.3 亿元，董家口原油码头二期、粮食筒仓三
期、原油商储库三期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
用 ，新 增 泊 位 16 个 ，新 增 码 头 年 通 过 能 力
6061.2 万吨、200 万标箱。目前，青岛港集团在
建港投万邦矿石码头工程等 5 个项目，总投资
81.6 亿元；新竣工北三突堤粮食筒仓三期等 5
个项目，总投资 36.2 亿元；董家口至五莲铁路
及胶新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可研报批容缺受理；
持续推进邮轮港区启动区 10 个项目，在建面
积达64万平方米。

此外，青岛港还联手中远海运等开通多条
东南亚冷链快航，打造生活资料运输格局，加
快由生产资料港向生产生活资料港转型。俄
罗斯的糕点和小麦粉、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和肉
制品、哈萨克斯坦的红花籽油和面粉、德国的
啤酒……如今，高端冷链物流、跨境贸易和大宗
商品集散中心正火热建设，“齐鲁号”欧亚班列
往来频繁，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便捷享受到千里
之外的产品。

提质增效
擦亮服务“金字招牌”

港口是助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
效的关键环节。

持续深化与海关等口岸单位的合作，携手提
升服务水平，常态化实施“套泊热接”作业模式，
减少船舶在港等待时间，节省了货主的物流成
本；创新“陆海联动、港铁直运”“船边直提、抵港
直装”便捷通关模式，首创海铁联运货物“全程联
运提单”新模式，实现“门到门”运输，形成“一单
到底、一票结算、一次委托、一口报价”的“一单
制”新模式，减轻了进出口企业成本，着力打造令
客户满意的营商环境……青岛港充分发挥港口
的物流枢纽和窗口平台作用，不断探索创新服务
模式，着力提升服务效能。

当前，全球航运业迎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趋势。对于港口而言，打造数智航运生态
圈、优化航运服务成为新的课题。

最典型的是绿色燃料加注服务，全球重要的
航运中心都在竞相布局，因为加注服务不但可以
让所在城市成为燃料加注中心，还将衍生出能源
制备、仓储、交易、金融等新兴业务。就在前不
久，青岛港油港公司成功取得绿色甲醇货种作业
资质，标志着青岛港具备低硫燃料油、轻质燃料
油、生物柴油、绿色甲醇等船用燃料加注能力，跻

身全国加注货种齐全、加注能力强大的重要船供
燃料加注基地。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今年，青岛港连续发布了数字化转型专项规

划和氢能港口建设发展规划，加速向智慧绿色港
口转型。全港上下奋力攻坚“卡脖子”核心技术，
依托山东港口“交通强国智慧港口建设试点”，自
主研发全自动化码头智能管控系统，系统运行效
率提升30%，初步实现了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中。此外，全自主全国产自动化码头三
期建成运营，传统集装箱码头完成新一代生产系
统全面替换，干散货码头自动化改造不断提速，
专业干散货设备自动化率达到81%，以数字技术
赋能智慧港口建设。

青岛港还践行“双碳”战略，大力实施风光
氢储一体化综合示范项目，依托纯电动作业模
式及氢能轨道吊、空轨等清洁用能技术，构建

“碳中和”码头先行示范区。目前，青岛港已建
成国内港口行业首座加氢站和全国首艘 5200
匹“油电混合”智能拖轮，电动牵引车换电站正
式投用，推进船舶岸电常态化应用，加快打造

“零碳码头”。

坚守初心
营造“家和业兴”

在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进程中，青岛港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先进的
企业文化凝聚职工、引领职工、激励职工，使职工
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今年 9 月 2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许振超作为践行“工匠精神”的优秀代表，被
授予“人民工匠”国家荣誉称号。从昔日默默耕
耘的普通工人，到如今站在国家荣誉殿堂之巅的
全国楷模，许振超成为青岛港全体职工的一面精
神旗帜，更是青岛港这片热土人才济济、群英荟
萃的生动写照。

解码青岛港人才培育，不难发现，良好的企
业文化和扎实的思想教育是青岛港保持领先、永
远前进的基因密码。

青岛港大力加强思想教育，不断强化企业
文化建设，编发企业文化手册，开展系列教育活
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做到年年有主题、月月有计划、周周有活动、天
天有学习，职工在聆听宣讲中感悟，在感悟中统
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凝聚起进位争先、
全域领先的力量。定期刀刃向内、省思查摆，召
开省思研讨会，“关键少数”切实从思想上挖根
源、找差距，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港口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

职工与企业的双向奔赴，源于彼此间深度的
价值认同与相互的信任支持。

聚力解决职工的“急难愁盼”是青岛港一直
以来的初心和追求。青岛港坚持用精神引领职
工，用平台成就职工，用造福凝聚职工，为不同领
域人才规划职业发展通道，打破了职业发展的天
花板，一批“张连钢型”的专业人才晋升为高级别
专家，一批“许振超型”的技能人才晋级为技能大
师，“家和业兴”的氛围时时处处萦绕海港。

愿景美如画，奋斗路犹长。山东港口青岛港
党委书记、董事长苏建光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青岛港将始终牢记使命，满怀信心，走在
前、挑大梁，为山东港口“三大建设”，为青岛国际
航运中心建设贡献首位力量！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40万吨级矿石码头。

■山东港口青岛港黄岛油港区。

■繁忙的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