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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在上海振华重工长兴生产基地，周口
港中心港作业区（一期） 工程首批自动化港机设备启
运。 港机设备包括 3 台自动化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 6
台自动化双悬臂轨道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 预计 6 月
底抵达周口中心港作业区。 此次启运的自动化设备集
成了智能化控制、高效节能等前沿技术，能够实现集装
箱装卸、 水平运输及堆场作业的全流程自动化协同运
作，为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打造智能化、绿色化运营模式
奠定了坚实基础。自动化码头的建成，将显著提升港口
的作业效率、安全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沙颍河航运信息化建设项目， 由省交投集团与华
为公司合作建设，着力构建港口、航道、船闸一体化的
业务协同平台。保税物流中心（B 型）项目，已经具备封
关运营条件，正等待海关总署验收，同时正在积极申建
水运口岸、粮食口岸、海关监管区。

近年来，周口明确依托沙颍河岸线，“东拓西连、建
港促融”的发展思路。一是通过向东拓宽提升沙颍河下
游航道，打通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连接长三角经济
圈及“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是向西衔接郑州
航空港，依托郑欧班列，实现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目
标。周口通过发展内河航运，实现了与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的深度融合。

从 2019 年开通首条集装箱航线至今，周口港陆续
开通 23 条国内集装箱航线以及至东南亚、东亚、美洲、
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全球多地的 17 条国际集装箱航
线，真正实现了“箱通世界，货运全球”的目标。

从周口中心港出发，现有 4 条入海通道：一是经
淮河从安徽寿县入江淮运河向南入长江到达芜湖港、
武汉港； 二是经淮河入京杭大运河向北经盐河到达连
云港港；三是经京杭大运河向东经通榆河到达大丰港；
四是经京杭大运河向南入长江到达太仓港、上海港。

这些入海通道把中原腹地与长江经济带、 淮河生
态经济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紧密连接起来， 成为河南对
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点。

根据我省规划， 到 2030 年全省航道通航里程超
2200 公里， 其中三级及以上航道里程 750 公里以上，
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届时，周口市三级航道里程
将达到 326 公里，贾鲁河、涡河将成为我省骨干航道。

目前正在实施的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升级（四
级升三级）工程已基本完成航道疏浚工程和航标工程。
该提升工程整体完工后， 沙颍河通航能力将由现在的
每年 5000 万吨提升到每年 1 亿吨。

在临港产业布局方面，我省提出，周口要立足钢铁、
粮油精深加工等产业基础， 加快培育现代物流、 先进装
备、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加强与漯河食品、平顶山尼龙、许
昌装备制造等产业合作，重点承接长三角地区装备制造、
新材料等产业，打造全省临港产业发展先行区。

周口以港兴城、以产促港，先后吸引了益海嘉里、
安钢集团等龙头企业落户，形成粮食加工、钢铁物流、
装备制造等临港产业集群， 强力推动临港经济提质增
效，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周口港已成为河南重要的“豫
货出海口”及“海货入豫门户”。

获评“国字号”，周口凭啥？
□记者 王永剑 文 ／图

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 有效降低
全社会物流成本，6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
新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周口成功入选“国字号”，成为我省唯一承载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城市。

2018 年， 报经国务院同意后， 国家发展改革
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了《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
建设规划》，对各城市的物流枢纽做出顶层设计。

在全国物流体系中，国家物流枢纽属于“最高
级别”。

国家物流枢纽是物流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是
辐射区域更广、集聚效应更强、服务功能更优、运行
效率更高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
挥着关键节点、重要平台和骨干枢纽的作用。

国家物流枢纽承载的功能不同， 也有着明确
的功能定位，分为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
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 6 种类型。

2019 年以来，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在国家物
流枢纽创建上争先出彩。

在本次周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前，我
省先后有 7 个国家物流枢纽获批纳入国家建设名
单，以“硬核成绩”领跑全国。

周口作为承载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的城

市，近年来，立足“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定
位，大力发展内河航运，通过加强服务组织能力，
采取基于“水水中转”的“内河+海运”接力运输模
式，充分利用内河航运连接沿海港口资源，延伸全
球水运业务，相较传统陆海联运，时间缩短约 13%。

如今， 周口港已成为河南省乃至淮河流域内
规模最大、靠泊能力最强的内河港口。 货物集散覆
盖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六省区，
辐射环渤海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
圈、北部湾经济区等国内重要经济区域。

6 月 23 日，记者从周口临港开发区获悉，周口
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承载区占地约 8710
亩，规划布局了多式联运区、大宗物流区、战略物资
储备区、冷链物流区、云仓物流区、保税物流区、陆
路货运区、商贸物流区和供应链物流区等九大功能
区，为高效运转提供了坚实支撑。

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周口有天然优势。
周口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之处，有

着悠久的航运历史、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和坚实的
临港产业基础。周口还拥有“公铁水空”立体综合交
通体系，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陆路交通方面，宁洛、大广、商南、盐洛、安罗、
阳新 6 条高速从周口穿境而过。周口中心城区的绕
城高速“一环”由商南、宁洛、大广 3 条跨境高速合
围而成。兰沈、周平、沈卢 3 条在建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后， 将与京港澳高速合围形成周口绕城高速的
“二环”架构。

铁路方面，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
加快建设，计划 2026 年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周口
中心港将通过漯阜铁路实现与京广、京九、京沪等
铁路干线的无缝衔接。 郑合高铁在周口境内设置 5
座车站，可直达北京、上海、杭州等国内主要城市；
平漯周高铁正在紧张建设。

港口建设方面，沙颍河沿线已建成 8 个规模性
港口、97 个泊位，初步形成了以中心港范营作业区
为龙头，涵盖沈丘众恒、沈丘刘集、沈丘刘湾、项城
周海物流、商水邓城、西华逍遥、示范区航通等码头
的港口群。 河南内河航运 “11246” 工程的龙头项
目———周口港小集作业区（一期），是中原腹地首个
按百万级专用集装箱码头定位的高标准港口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优化河南省集疏运体系，
成为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大通道”的重要支撑，
预计今年年底开港运营。

空运方面，西华通用机场建成投用，周口民用
机场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硬支撑：打造“多式联运”

软赋能：铸就“黄金水道”

周口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建设名单， 得益于
国家在枢纽节点方面强化中西部地区布局的导向。“这
体现了国家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双重目标： 一是
‘强基础’，通过完善物流网络，提升整体运输效率；二
是‘促协调’，通过优化中西部节点布局，缩小区域发展
差距，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中物联物流规划研究
院院长李锦莹表示。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周口枢纽是服
务全国、 辐射全球、 通江达海的对外开放物流组织平
台， 是中西部地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物流枢纽中心和
豫东南港口枢纽经济发展核心动力源。

据了解，我省将高质量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通

过完善多式联运体系、优化调整运输结构、拓展国内外
物流通道等举措， 持续提升枢纽的综合服务能力和运
行效率，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深度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未来，我们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要求，高
质量推进周口枢纽建设，进一步完善港航功能，持续提
升枢纽服务能级， 充分依托周口枢纽的区位与资源优
势，积极推进枢纽经济发展，加速从‘经济通道’迈向
‘通道经济’。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

扬帆迎朝曙，再启新航程。 辉煌发展蓝图已现，周
口正全面奏响加快发展、高质量崛起的主旋律，以国家
物流枢纽的新身份，向“港通世界”的目标奋进。

看愿景：实现“港通世界”

周口中心港货运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