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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资讯

特约记者 刘叶琳 通讯员 鄂启科

在 贵 州 省 遵 义 市 湄 潭 县 城 ，总 投 资

6000 万元，贵州首个采取“建设—经营—

移交”的 PPP 模式建设的湄江旅游航道，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和体验。

2017 年 8 月，湄江航运建设工程顺

利通过交工验收。“工程启动之初，最大

的困难是资金不足，在省交通运输厅的

支持下，我们从实际和自身发展需要出

发，抓住与旅游结合产生效益的突破口，

大胆探索‘航运+’，采取 PPP 模式引进社

会资本，破解了资金难题。”回首往事，湄潭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吴贤华深有感触。

通过招商引资谈判，政府以项目筑巢，

引进民间资本，采取“建设—经营—移交”的

PPP 模式，促进航运和旅游和谐发展：引入

四川蜀通港口航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项目建设任务，县交通运输局为项目业主；

湄江航运工程项目建成后，先由湄江航运有

限责任公司使用、经营和管理，时限 28 年，

28 年期满后，湄江航运工程项目全部无偿

移交给县人民政府。

这种模式，使政府负责巨额投资的传统

建设模式转化为当期建成使用、通过 28 年

补贴的“分期付款”方式，既缓解了县级财政

压力，政府又可在当期依托有限财力启动建

设更多的公共服务项目。同时，PPP 项目引

入专业投资者，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专业实

力，提高了项目运行的效率。

如今，建成后的湄江旅游航道，为湄江

河城区河段已建设的功能配套、环境优美的

滨河景观、天下第一壶茶文化主题公园、象

山茶植物博览园等景区锦上添花，呈现出一

幅“江中游客赏风景，景中游人品茶香”的画

卷。“湄江旅游航道是贵州水运积极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水运建设投融资模

式，实施‘航运+旅游’发展的典范，有效解

决了水运项目建设和后续维护资金的难题，

走出了一条与贵州其他水运建设项目截然

不同的新路，值得借鉴和推广。”贵州省航务

管理局副局长李作良介绍。

长期以来，水运是贵州综合交通体系中

的“短板”，而项目建设资金又是“短板”中的

“短板”。根据规划，2018年，贵州将完成水运

固定资产投资13亿元，而今后五年，必须完成

水路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0亿元，全省通航里

程达4100公里以上。如何有效解决项目建设

资金问题，继续加大水运投资力度，考验着贵

州水运人的投融资智慧和水平。

“贵州水运建设要抓住用好国家加快水

运建设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争取政府扶持

资金，做好风险评估，加强要素创新驱动，逐

步推广社会资本参与的 PPP 投融资模式在

贵州水运建设中的应用，探索以港口岸线、

土地、设施经营权出让等措施，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贵州水运基础设施建设。”贵州省航

务管理局局长许湘华说。下一步，贵州将在

乌江航道提等扩能一期工程建设中重点探

索和推进“BOT（建设—经营—移交）+EPC
（工程总承包）+建设期政府补贴+运营期政

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解决项目建设融

资难问题，补齐贵州水路交通短板。

湄江旅游航道：筑巢引资 闯出“航运+旅游”新路

特约记者 周克南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安徽省沙颍河航道，蓝

天掩映下，船舶往来如织。在耿楼船闸枢纽

处，一边是船舶有序过闸，一边是复线船闸

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景象：上游导航墩靠船

灯在工人的精心施工下渐次矗立，下游钢板

桩一根接一根深入地下，记录着这座新建船

闸的“成长”。

沙颍河航道连通河南、安徽两省，是一

条 纳 入 国 家 高 等 级 航 道 网 的 重 要 省 际 航

道。其中安徽段纵穿皖北阜阳市全境，总里

程 206 公里。为提升航道通航能力，2012 年

以来，安徽省港航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安徽港投）累计投入资金近 40 亿元，

对航道按四级标准进行整治，先后打通耿

楼、颍上、阜阳三座船闸枢纽，在颍上、耿楼

枢纽新建复线船闸，在临泉新建杨桥船闸，

实现了沙颍河航道安徽段的全线复航，可满

足千吨级船舶常年通行。

“为有效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问题，我们

坚持‘开门合作办水运’，打出组合牌，以中

央专项资金和省财政补助资金为支撑，撬动

多方投入。其中，在沙颍河航道整治过程

中，安徽港投成功争取到世界银行 1 亿美元

项目贷款，成为安徽首个使用世界银行项目

贷款的水运工程。”安徽港投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世界银行贷款不仅利率低、还款期长

（超过 15 年），而且项目管理理念新、要求

严，有利于对接国际标准，提升项目管理水

平。”安徽港投相关负责人介绍，借款国可从

贷款中得到一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有利

于提高贷款使用的经济效果和还款能力。

实践表明，这一模式起到了四两拨千斤

的良好效应。以沙颍河航道杨桥船闸为例，

安徽省财政补助资金只占 25%左右，而世界

银行贷款约占项目概算投资的 50%，沿县政

府在项目征地拆迁、桥梁改造等方面配套资

金占 25%，真正实现了“花小钱办大事”。

据悉，今年，安徽将加快实施淮河干流

航道整治工程、浍河航道整治工程、水阳江

航道整治工程，建成浍河南坪船闸、五河复

线船闸，新建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涡河航

道整治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安徽港投将积

极尝试以股权为纽带，吸引各类资本加大投

入，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公司、市县国企、

民营企业等，由其参股或控股项目投资，激

活内河水运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池春水。

沙颍河航道：开门合作吸引多方投资

本报记者 李洁心 通讯员 杨钱梅

一大早，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朱大

爷 像 往 常 一 样 ，牵 着 小 狗 来 到 岷 江 边 散

步。他亲眼见证了岷江汉阳航电枢纽的建

设，以及岷江虎渡溪航电枢纽的开工。对

于家门口发生的大事，他既熟悉又充满期

待 ：“ 将 来 航 道 扩 宽 了 ，江 上 可 以 开 大 船

了，我和家人就可以从家门口坐船去上海

玩喽。”

除了市民的热情期盼外，岷江航道沿

线的城市同样期盼着项目的早日建成。根

据规划，岷江干流（彭山江口—乐山岷江三

桥段）共规划建设七个梯级，以通航为主、

发电为辅。渠化通航后，不但能构建起成

都平原腹地最快捷的出川水运大通道，更

能以此项目为契机，促进文化、旅游、体育、

环保融合发展，建设岷江旅游经济带。

然而，建设资金难题如何破解？项目

所 在 地—— 青 神 县 政 府 探 索 引 进 民 营 资

本，通过对全国 100 多家企业的考察，选定

金弘能源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打破了

项目因资金问题而一度停滞的困局。

“汉阳航电枢纽是四川省首个由民营

企业投资的航电枢纽项目，同时也是岷江

中游七级航电第一个开工建设、第一个投

产运营的项目。”青神县政府工作人员自豪

地说，该项目总投资 10.69 亿元，其中项目

资本金约 3.3 亿元，占总投资的 33%，由项

目业主自筹解决，其余为银行贷款。

资本引进来，还要留得住。青神县及

时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政策，减小了企业资

本压力，保障民营企业利益，有力支持了项

目顺利推进。

“我们在土地政策方面给予民营项目

业主很大支持。在新造土地方面，对于项

目‘封库令’范围内的新造土地，项目业主

享有 75%的造地收益；在配套用地方面，项

目获得核准批复后，青神县政府按照工业

用地价格，在青神县城区为业主提供不少

于 50 亩的土地作为生产生活基地。”四川省

青神县航电推进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此

外，在项目建设期间及建成运行 5 年内，给

予业主税收优惠。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政策优

惠下，青神县水运建设步伐加快。汉阳航

电 枢 纽 自 2012 年 10 月 正 式 开 工 建 设 至

2014 年 7 月首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仅用

21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设计工期 33 个月的工

程建设内容，创造了“汉阳速度”。2015 年 1
月，项目三台机组全网发电。运营三年来，

年平均发电量达 2 亿千瓦时。

鉴于岷江汉阳航电枢纽的成功探索，

当地政府拟将成功经验复制到岷江虎渡溪

航电枢纽建设中。目前，岷江虎渡溪航电

枢纽项目推进顺利，预计下半年实现主体

施工。

岷江汉阳航电枢纽：优惠政策支持 民营企业成业主

邓灿 文/图

四月的湖南，万物复苏。伴着和煦的微

风，湖南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程

建设现场传来了好消息：株洲航电枢纽坝顶

公路桥恢复社会车辆交通；鱼道工程明渠

段、上游靠船墩、堤防道路完成施工；下闸首

节人字门顺利起吊就位，今年第一个节点目

标按期顺利实现。

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程是湘

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

国务院及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湖南

省政府重点督办项目，也是交通运输部“品质

工程”第一批试点项目，预计于今年 9 月实现

通航。项目建成后，对促进湖南省加快融入

长江经济带、湘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沿

江产业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航道、船闸等公益类项目很难吸引

社会资本，为解决财政资金拨付与项目建设

支付的时间差（建设资金一般年底才能到

位），湖南水运建设投资集团（简称湖南水运

投）创新思路，依靠航电枢纽发电收入形成

的稳定现金流，支持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和支

撑公益性船闸通航。这开创了一种“以电促

航、以电养航”的水运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新

模式，弥补了省财政资金投入和周转不足的

难题。

所谓以电养航，就是用发电的收益来维

护枢纽及通航管理。笔者了解到，湖南水运

投 5 年来共完成水运建设投资 63.84 亿元，

其中约 15.7 亿元来源于航电枢纽发电收入，

约占 24.6%，有效保障了水运建设按进度顺

利推进。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

程正是其中的典型项目。

“作为功能性国有企业，集团扎实推进

航电枢纽精细化管理，五年累计发电 34.66
亿千瓦时，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0.58 亿元，

形成了稳定的航电枢纽发电收入现金流，

确保了湖南水上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稳

步推进。”湖南水运投党委书记、董事长蒋

鹏飞说。

船 闸 运 营 管 理 维 护 同 样 需 要 资 金 保

障。笔者了解到，一座 2000 吨级船闸年运

营管理维护费用超过 1000 万元。由于船闸

不向船主收取任何费用，湖南水运投依靠航

电枢纽发电收入，支撑公益性船闸通航，保

障通航服务水平。株洲航电枢纽船闸通航

以来，通航保证率达 98%以上，成为湖南安

全通畅的标杆船闸。

下一步，湖南水运投将继续秉承“以电

促航、以电养航”理念，对内加大航电枢纽挖

潜增效力度，持续提高经济运行效益，对外

加大航电枢纽项目拓展力度，不断增加新的

稳定现金流，努力破解水运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投入和周转不足的难题。

株洲航电枢纽：发电收入“反哺”水运建设

松花江流域基本开江
本报讯 随着气温回暖，松花江全流域基本“开

江”。日前，黑龙江省航道局举办开航仪式，拉开了

2018 年度全省航道事业整体工作序幕。

伴随着隆隆的汽笛声，黑龙江省航道局 9 个标段

工作船舶并驾齐驱，分别奔赴各辖区开展航道养护

工作。其他航标船、测量船、疏浚挖泥船等工作船舶

将在计划期内陆续到达各松花江各区段，以保证第

一时间恢复航标的助航功能，为运输船舶提供安全

畅通的航道条件，满足水运生产需要。预计 5 月上

旬，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江段将全面开化，全省航道

生产将全面深入展开。

据悉，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流域内运输企业和用

户，航道局提前完成了船用备品储备，设备检修、船

舶调配、航标灯调试等相关工作。同时，在海事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船舶检验和安全检验工作，为

船舶出港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克敏 赵秋唯）

江苏《船闸维护规程》
出版发行

本报讯 （驻江苏首席记者 施科 特约记者 万

江波 通讯员 常致） 近日，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

道局牵头，苏北航务管理处和中设设计集团等单位

共同拟定的江苏省地方标准《船闸维护规程》，由中

国标准出版社正式对外出版发行。该标准适用于江

苏内河船闸的日常维护。

标准在总结江苏省常见的人字门、三角门、横拉

门和升卧门 4 种常见门型船闸先进的维护管理经验

基础上，在国内率先提出了船闸维护标准化的核心

要素和具体内容，规定了船闸维护的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定，规范了闸门、阀门、启闭机械、电气、水工建

筑物及附属设施维护的技术要求，明确了阀门修理

和启闭机械修理工艺要求。

标准的正式实施，将进一步统一江苏交通船闸

维护技术要求，提升船闸维护质量，对保障船闸安全

运行，延长船闸大修周期，减少断航时间，提高船闸

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宜昌长江三峡
游轮中心开建

本报讯 （特约记者 范建 记者 潘庆芳） 日

前，总投资 60 亿元、设计旅客年吞吐能力约 200 万人

次的长江三峡游轮中心在宜昌平湖半岛动工。该项

目是三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长江中上游规模最大的游轮母港，助力宜

昌旅游“一亿人次、千亿产业”发展战略。

游轮中心港湾功能设计完善，包括游轮码头、游

艇会所、酒店集群、商业综合体、休闲街区、旅游地产

及其他配套设施，规划用地面积约 645 亩，总建筑面

积约 68 万平方米。三峡游轮中心项目的子项目——

宜昌三峡国际游轮中心码头工程项目将先行开工建

设，新建 10 个大型游轮泊位，其中 500 客位泊位 4 个、

320 客位（高档豪华型）泊位 2 个、200 客位泊位 2 个、

小型客运泊位 2 个，设计旅客年吞吐能力约 200 万人

次，并同步建设相关的生产辅助设施和配套设施。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三峡游轮中心为中心，以

城区宜昌港、秭归茅坪港、太平溪港和黄陵庙港为次

中心的“一主四副”旅游港站主骨架，组成层次分明、

服务规范、功能互补、安全舒适的旅游客运网络，提

供高品质的现代综合旅游配套港站服务。

绍兴自造首批集散两用船
成功试航

本报讯 近日，绍兴首批自主生产的集散两用

船舶“浙上虞货 0687”号、“浙上虞货 0688”号完成下

水试航。投入使用后，从上海到绍兴，集装箱通过船

舶运输成本将比公路运输节省 30%以上。

这两艘船舶长 49.8 米，宽 10.6 米，设计时速 10 公

里，可装载 30 标箱，也可以装载 991 吨的散货。该船

在制造过程中，采用水密舷边舱并增加甲板板和舷

侧板的厚度、增加大量的管系用作压载水舱等设计，

增加船舶的抗弯抗扭能力和稳定性。

据悉，近几年，绍兴港航加快提升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吸引社会水运建设投资 13.14 亿元，建成 500 吨

级及以上泊位 31 个，吸引了大批水运企业投资集装

箱船舶。 （吴瑾熠 熊小芳 廖保华）

长沙港铜官港区一期码头
开港试运行

本报讯 （记者 邹 立 新 特约通讯员 朱 运

来） 日前，湖南长沙港铜官港区一期码头正式开港

试运行。

铜官港区是“十三五”时期长沙规划发展的重要

港区之一，由湖南省水运建设投资集团与望城区政

府共同投资开发建设。项目规划分三期建设 2 个

2000 吨级（兼顾 3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5 个 3000 吨

级（兼顾 5000 吨级）多用途泊位、以及 2 个商品汽车

滚装泊位。一期码头设计年吞吐能力为 60 万吨，总

投资约 1.6 亿元。主要建成 2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 2
个，泊位总长度 225 米等，配套建设相应的仓库、堆

场、道路和生产生活辅助设施，配备了生产信息化系

统、岸电系统、光伏发电系统、LED 节能照明系统。

项目建成后，对于进一步完善湘江新区和望城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配套功能，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促进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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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内河水运基础

设施建设短板，增强水

运保障能力是交通运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之一。然而，水

运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

资问题，一直是业内尤

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面对的一道难题。如何

开拓创新，因地制宜，有

效破解这一难题，各地

进行了积极探索。

本报今日推出特别

策划，重点关注贵州、四

川、湖南、安徽等地在水

运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

方面进行的模式创新、

政策创新、管理创新，以

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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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
程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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