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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首席记者 曹 刚

中国漫长的大陆海岸线，像一张拉满的弓；曲折蜿蜒的
长江，像一支蓄势待发的箭；而上海港，就在这副弓箭的交叉
点上。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 40年上海的巨
变———从40年前驶出军工路码头的第一批集装箱，到去年
底自动化码头吊起的当年第 4000万箱；从黄浦江沿岸12
个装卸作业区，到长江口的外高桥港区，再到东海上的洋山
深水港……箱越来越多，船越来越大，水越来越深，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举世瞩目。

建设“四个港口”
服务“江海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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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乡城#轮在军工

路码头起航! 拉开上海

港集装箱运输的大幕!

吞吐量 %$&'标准箱$

上海港有了第一个现代化集

装箱码头营运公司%()*&$

'+月 ,+日!外高桥港区一期

工程建成投产$

上海港年集装箱吞

吐量突破'+++万标

准箱!成为千万等级

世界集装箱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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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年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

'++万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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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洋山深水港

一期工程开

港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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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洋山深水港

二期工程竣工启用$ 同

月!上海港年集装箱吞吐

量突破 -+++万标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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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洋山

深水港三期工程

第一和第二阶段

分别竣工开港$

上海港的货物吞吐

量和集装箱吞吐量

全球排名双第一!

实现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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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海港年

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

破 ,+++万标准箱!蝉

联世界第一$

'-月 '+日! 全世界规模最

大' 技术最先进的全自动化

码头(((上海洋山深水港四

期自动化码头开港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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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海港年

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

破 .+++ 万标准箱!连

续 /年问鼎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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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本版摄影 记者 陈梦泽

投运，这是上海港第一家现代化集装
箱码头营运公司，拥有张华浜、军工
路和宝山 !个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
共 ""个泊位；"#月 !#日，外高桥港
区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起初为 $个
泊位的多用途码头，由于集装箱运输
日益普及，"%%& 年改造为全集装箱
码头。”王国胜先后在张华浜件杂货
码头、外高桥二期和洋山港三期挂
帅，对集装箱运输的发展深有感触。
“沪港合资，促进了管理理念和

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解决了‘钱从
哪里来’，接下来要解决‘船往哪里
去’的难题。”他分析，上海港的“胃

口”越来越大，浦江两岸的 "'个装卸
区已无法满足需求，邻近长江口的外
高桥在多个备选港区中逐渐崭露头
角，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春风，上海
港的“主战场”从内河转向长江口，来
到外高桥。

集装箱吞吐量终于在 "%%$年突
破 "##万标准箱，此后进入发展快车
道。从 "#万标箱到 "##万标箱，花了
"# 年；而从 "## 万到 "### 万，只用
了 %年。'##!年，上海港迈入千万等
级世界集装箱大港之列，还是感觉
“吃不饱”。茅伯科直言，水浅是主要
瓶颈，“黄浦江码头水深七八米；到了

长江口，随着深水航道深入治理，水
深拓展到 "#("'米；但货船越造越
大，吃水越来越深，上海急需寻找更
深的港区。”

东方大港!跨江入海"

寻找深水港，始于上世纪 &#年
代。到 "%%) 年 % 月，基本锁定洋
山———上海市向国务院上报《洋山港
初步规划工作大纲》，提出设想：跳出
长江口，在距芦潮港约 !#公里的大、
小洋山岛建设集装箱枢纽港。那里，
有 "*米的水深，有大片处女地可供
建设专业集装箱泊位；那里，孕育着

东方大港的多年梦想，蕴藏着上海港
“跨江入海”的广阔未来。

'##'年 *月 '*日，洋山深水港
一期工程打下第一根桩，!年后开港
投用。当二期工程 '##*年竣工时，年
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 '### 万标箱。
从 "###万到 '###万，只花了 !年。

纪录刷新得越高，越难突破，但
上海港勇攀高峰的决心不可阻
挡———'#""年底，首破 !###万标箱，
蝉联世界第一。自从 '#"#年跃居全
球第一以来，上海港的年集装箱吞吐
量就再也没有跌落过榜首。

'#"+年 "'月 '%日，在上海洋山

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当年第 $###

万箱被缓缓吊起。此时，距离洋山四
期开港试生产刚过去半个多月。

这个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的自动化码头，有“不会迷路”的自动
引导车，由地面 *万多个磁钉精准导
航；有“聪明灵活”的桥吊和轨道吊，
可远程轻松操控；还有独一无二的
“中国芯”———上港集团自主研发的
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是码头运
行的“大脑”。

码头生产运营各环节的人力成
本大大降低，码头作业实现了从传统
劳动密集型向自动化、智能化的革命

性转变。

半躺着也能开桥吊
那天，在中控室内遥控抓起第

$###万标准箱的，是桥吊远程操作员
黄华。两年前，他是一名桥吊司机。

区别在于，前者坐在宽敞舒适的
中控室，遇到问题能和同事商量；而
后者，只能独守约 $#米高的逼仄驾
驶室，低头、弯腰，保持一个姿势高空
作业，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有问题
也只好自己解决，像一只孤独的鸟”。

'##$年入职上港集团后，黄华辗
转外高桥四期、洋山一期和四期，开过

'年轮胎吊和 "#年桥吊。“那时都不
敢想，有一天离开驾驶室还能操作。”

从长江口转战东海，水深、船大，
桥吊也“长高”了；从驾驶室搬到中控
室，黄华眼中的桥吊“缩小”了，操作
却更难———每台桥吊配有 '*个工作
探头，必须对所有探头的方位了如指
掌，才能隔空调配，有条不紊；学习自
动化理论和实践，$ 个显示屏外加 "

个触摸屏，涉及众多交互指令；还得
学会处理故障，“以前坐在车里，能根
据声音或震动异常来判断，但现在面
对屏幕，要从各种数据中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

黄华笑言，工作环境当然好多
了。“工作台可调整多种高度，站着、
坐着，甚至半躺着，都能轻松完成远
程操作。”

上个月，+#岁的冯济民受邀参观
自动化码头，首登中控塔，看 !+岁的
黄华现场演示。滔滔东海畔，桥吊装
卸安静有序，一举一动都来自面前的
年轻人们轻点鼠标、微调摇杆，他惊
叹不已。想到 $#多年前，自己在码头
肩扛手搬的画面，老人笑着对黄华跷
起了大拇指。改革开放 $#年的上海
港巨变，仿佛都融进了那沧桑而单纯
的笑容里。

一年吞吐仅万余箱
**岁的茅伯科，刚满 "*岁就到

上海港当装卸工，后来从事上海港史
研究近 $#年。他书桌上放着的《上海
市志交通运输分志港口卷（"%+&(
'#"#）》，厚达近千页，重约 !公斤，执
行主编正是茅伯科。

翻开史册，一组数字令人咋舌：
"%+&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仅为
+%)$/&万吨；同年 %月，“平乡城”轮
装载 "*'个集装箱，从军工路码头首
航驶往澳大利亚悉尼港和墨尔本港，
开辟中国第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
线。那一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为
+%)"标准箱；到了第二年，也只有
"!++)标准箱。

彼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
响，货物需求日增，但航道通过能力
与码头装卸能力不足，压船压货现象
突出。茅伯科回忆，最严重时，'##多
条等待装卸的货船在长江口锚地排
起了长队。入夜，江上灯火通明，宛如
一座水中不夜城。船等泊位，成了上
海港的一大疑难杂症。

上世纪 &#年代初，上海积极应
对，采取多项措施：从日本、德国引进
现代化机械设备；从部队和学校调派
人手支援码头；加快陆路卡车驳运
速度；要求货主加快提货。“当时上
海紧急出台第一部‘疏港条例’，明确
规定提货时限，一旦超时将强制移去
港外。”茅伯科分析，这些措施缓解了
码头压货的情况，但毕竟治标不治
本。“尽快探索新港区，成为当务之
急，金山嘴、宝山罗泾、浦东外高桥都
是备选。”

码头工人!外强中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港，货
运以传统的件杂货（袋装或桶装货
物）和散货（煤炭、矿石等无包装的货
物）为主。

类似画面几乎每天上演———装
满件杂货的船靠岸，多名装卸工鱼贯
进舱；纯靠手拉肩扛，将一包包货物
搬上岸，或转移进网兜再吊装入平板
车和厢式货车；运到堆场后，还要靠
人力，卸货、堆齐、压紧。
“每包 "## 斤或 '## 斤，一夹就

走。刚搬几次，手指皮肤全破了，只好
在开工前先用胶布裹紧保护。”茅伯
科回忆，如果仅仅是负重，算轻松的，
“比如粮食包，背起来就比糖包、炭包
和硫磺包舒服多了。糖容易吸水，重
量猛增，而且袋子摸上去黏答答，很
不方便；炭粉则是无孔不入，穿过麻
袋，直往鼻腔和气管里面钻，无奈之

下，从头到脚先涂满凡士林防尘；如
果碰到硫磺包，搬一趟常要流一个礼
拜眼泪。”

早中晚三班倒，干超负荷体力
活，码头工人看似身强力壮，其实“外
强中干”，职业病缠身———脊椎侧弯、
腰肌劳损、关节炎、胃病、肺炎……那
些年，码头装卸工的伤亡率一直居高
不下。“很多工友都出过工伤，我就遇
到过三次险情，差点送命。”比茅伯科
年长 $岁的冯济民，在上世纪 +#年
代当过 $年码头工人，皮肤烧坏过，
中暑昏迷过，脊椎至今仍留有难以恢
复的 .形。

货物进箱灵活便捷
茅伯科与冯济民都挥洒过汗水

的上港六区（原上海港务局第六装卸
区），设开平和北票等多个码头，如今
均已关闭。当年分布在黄浦江沿岸的
"'个装卸区，承担了全市货运任务，
现在只剩张华浜、军工路（上港九区
和十区）等少数几个码头还在发挥作
用。昔日繁忙的生产性岸线已蜕变为
休闲性岸线，美丽的母亲河真正“还
岸于民，还景于民”。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产
业结构加速调整，上海港的货物组成
也有了很大变化。上海冠东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港口协
会集装箱分会会长王国胜回忆，改革
开放初期，上海港装卸货种最多的是
红（矿石、矿粉）、白（化肥、粮食）、黑
（煤炭、钢材）三类。进入上世纪 %#年
代后，煤炭吞吐量明显下降，矿、钢和
建材也大幅减少。这些调整带来严峻
挑战，也提供了宝贵机遇。一种快速、
安全、可靠的新型运输方式———集装
箱运输，渐成主流。

其实早在 "%&$年 "#月，上海就
诞生了最早的专业集装箱泊位———
上港九区和十区合并成立上海港集
装箱公司，各自改建 '个专业泊位。
但那时，集装箱运输只是“添头”，上
海港 "%&$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刚突破
"#万标准箱。
“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后，企业

有了自主采购权，小巧灵活的单子更
受欢迎。”王国胜解释，比如进口鱼粉
饲料，以往每船动辄上万吨，后来每
次只需几吨，进箱后再定期搭班轮，
更方便。于是，许多原本需要整船运
输的件杂货纷纷搬进了集装箱。

急需寻找更深港区
"%%!年，上海港集装箱运输迎来

两起标志性事件———&月 "'日，沪港
合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0,）

! ! ! !改革开放 $#年后的今天，上海港站
上了崭新的起点，在新时代将再次出发、
再创辉煌。“下一阶段，上海港将重点提
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四个港口’，
即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科技港口和效率
港口。”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介绍。

试点自动化改造
建设“智慧港口”，自动化码头是亮

点和重点。洋山深水港四期自动化码头
去年底开港，今年有望实现 '##万标准
箱的吞吐量，今后将为全港每年新增
*!#万标准箱的通过能力。与全年 $###

多万标准箱的吞吐量相比，自动化码头
目前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上海港的第二个自动化码头在哪
里？其实，外高桥和洋山一期、二期、三期
等传统集装箱码头，都在重点攻关自动
化技术，将逐步推广应用堆场自动化和
桥吊远程操作。
上海冠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董事长、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会长
王国胜透露，公司已经启动桥吊和轮胎
吊的自动化改造试点项目。“两年内，冠
东（即洋山三期）至少将有 !台桥吊和 $

台轮胎吊实现自动化操作，集卡无人驾
驶、轮胎吊改造成自动化轨道吊等试点
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坚持打好!绿色"牌
“绿色港口”建设，关键词是“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目前，港区的生产照明
用电，都使用低能耗的 123灯；%)4的
内部集卡已改用安全环保的 156（液化
天然气），明年计划全覆盖；港区许多内

场工程车辆已升级为纯电动车；员工宿
舍统一配备了太阳能热水器……”王国
胜如数家珍般列举了洋山港的众多“绿
色”元素。“下一步将重点攻关节能减排
技术，加强能耗统计监测、新能源应用技
术推广，重点做好岸电、混合动力装卸设
备等方面研究，降低能耗成本。”

加强“科技港口”建设，努力取得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科技成果；“效率港口”建设，则将通过
持续的技术、管理和服务创新，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港口作业效率和综合服务效
率，使港口运行效率和效益保持世界领
先水平。

新建内支线码头
洋山港，不仅是上海的洋山港，也是

长江流域的洋山港，是服务全国的洋山
港。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沪浙双方
达成共识，于 '#"*年底签署《关于共同
推进小洋山区域开发等重大合作事项的
框架协议》。
王国胜透露，小洋山岛北侧目前正

在加快推进围垦。上海将与浙江合作，在
围垦形成的新陆地上，计划建设内支线
码头，新增多个内支线船舶泊位，建设集
装箱综合物流产业基地。
“这一块全新腹地，有望破解目前内

支线泊位不够的瓶颈，上海港将拥有新
的发展空间，把深水港区的优势真正用
足、用好，再次发力。”他补充说，北侧的
内支线码头届时将与南侧的深水港区呼
应，两侧物流联动，有利于打通从江出
海、由海进江的“任督二脉”，更好地服务
江海联运的国家战略。 首席记者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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