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口资产的整合——这是全
省港口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宿
迁市“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
建设的具体要求，更是全市港口
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必然需求。

资产整合的第一步是“摸清
家底”。面对时间紧、任务重、工
作标准高、涉及利益主体多等复
杂情况，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
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市领导担
任副组长的全市港口一体化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宿迁市港口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
集团”）筹备期间，市领导多次专
题研究调度，领导小组办公室定
期会办，协调推动，形成了高位

统筹、专班负责、一体推进的组
织领导体系，有力推动了各项工
作的顺利开展。

2022 年 9 月 2 日，启动民天
码头、绿陵码头清产核资工作；

2022 年 9 月 21 日，启动宿城
区清产核资工作；

2022 年 10 月 12 日，市交通
集团、市产发集团、市水务集团注
册资本金认缴到位；

2023 年 1 月 4 日，与宿城区
政府签订资产划转协议；

2023 年 1 月 20 日，与宿豫区
政府签订资产划转协议。

……
一年来，港口集团基本完成

民天码头、绿陵码头、中心作业
区二期和三期在内的中心港区资
产整合，妥善处理了重大项目推
进、经营接续、清产核资、定价核
准等一系列工作，从组织架构、
管 理 一 体 化 上 完 成 了 初 步“ 融
合”，宿迁港口规划“一盘棋”、资
源开发“一张图”、管理服务“一
张网”的一体化改革发展路线图
愈发清晰。

整合后的中心港区，年设计
集装箱吞吐量 30 万标箱，货物吞
吐量 1735 万吨，预计每年可为全
市生产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亿元。

资产整合成一体，让中心港区
规模迅速“膨胀”，成功转型升级。

资产整合只是“貌合”，港口
发展的一体化更需要运营上“融
合”，从而实现“形变”到“质变”
的跨越。

一年来，港口集团干部职工
勠力同心，克服管理、运行、体
制、文化、区域等重重困难，一家
人、一条心、一股劲，夯基础、强
质量、谋发展，用最短的时间和
最高效的方式，整合重组工作实
现 纵 深 推 进 ，重 组 优 势 充 分 释
放、改革活力竞相迸发，实现了

“1+1>2”的整合目标。
目前，宿迁港已全面打通外

贸进出口业务双向物流通道，中
心港区开通了宿迁至上海、宿
迁至太仓、宿迁至南京、宿
迁至连云港等 8 条集装箱
航 线 ，每 周 航 次 超 50
个 ，中 远 海 、中 谷 海
运、中外运等 20 余
家 集 装 箱 公 司
在 中 心 港 区
设 立 提 还

箱点，切实为宿迁及周边地区企
业降低了物流成本，有效助力经
济稳步前行。

“以前货物运输需经汽运拖
至江海港再中转到出口港，现在
可以通过宿迁港直达连云港、宁
波、太仓、上海等出海口，不仅降
低了物流成本，也提高了运输时
效。截至目前，光物流成本我们
就节约了147万元，真正体会到了
港口就在‘家门口’的优势。”阿特
斯物流负责人毛海峰高兴地说。

一年来，港口集团以规模化
发展、一体化运营为方向，以规
划建设、资源配置、商务运营、物

流调度为工作重点，建立中心港
区一体化发展运营机制，持续优
化市场拓展、物流运输、供应链
服务三个板块的工作协调性、功能
互补性和发展协同性，加快数字化
转型步伐，开发的“宿港通”智慧化
平台部分模块已投入试运行，宿
迁港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一年来，港口集团围绕宿迁
“6+3+X”制造业产业体系和 20
条重点产业链，对新能源、高端
纺 织 、绿 色 食 品 等 重 点 企 业 开
展“敲门行动”，详细了解企业
生 产 经 营 及 物 流 现 状 ，根 据 企
业物流运输模式、运输通道、运
输 时 效 需 求 ，推 介 宿 迁 港 物 流
通 道 、运 输 时 效 等 资 源 及 综 合
物 流 成 本 优 势 ，为 企 业 量 身定
制物流方案，成功敲开 150 余家
企业的“心门”。

一年来，港口集团引进东方
海外、中外运、海洋网联、太平船
务等外贸船公司在宿迁港设立
提还箱点，推动下属物流企业与
优力博、中外运陆桥、亚东朗升、
新新运等知名货代公司及通湖
物流园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合力
开展天合光能、阿特斯、惠然实
业、赛得利等龙头企业内外贸进
出口全程物流承运业务。

今年 1—7 月，宿迁港货运量
再 创 新 高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138150 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
吐量 9117 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59.29%、262.22%，为全市生产企
业节约物流成本约 2.3亿元。

运营管理“融”一体，高效集
约发展成“主题”。

资产整合成一体 中心港区规模起

运营管理“融”一体 合作共赢“模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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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宿迁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24万标箱；
2022年9月，宿迁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60万标箱；
2023年6月，宿迁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41万标箱。
自去年以来，宿迁港“进出口”量节节攀高，稳步上升。2023年上半年，更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1.8万标箱，创历史新高。
港口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港口货物吞吐量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面对内河航运的持续下行，不靠江、不临海的宿迁港，吞吐量为何能独领风骚，挺立潮头？
追“高”逐“新”，自是因为风正帆劲！
2022年8月31日，宿迁市委、市政府高位统筹、顶层谋划，挂牌成立宿迁市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全市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开启新篇章，港口资源整合之路开始走向实质与纵深。
刹那间，风生水起运河岸，千帆竞发“宿迁港”！

一年来，港口集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按照“一次
规划、分步实施、适当超前”的原则，大力推进大项目建设，通过加
强港产联动，优化岸线港口码头资源配置，推进新建码头功能集
约高效、统筹协调发展，形成“港产”融合发展布局，进一步推动宿
迁港一体化发展。

对于位处洼地的宿迁港而言，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
保税物流中心是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港口集

团总投资 6亿元，启动建设总占地面积 151241平方米的宿迁保税
物流中心。目前，宿迁保税物流中心已进场施工，力争 2024 年封
关运营。

铁路专用线的投运对于构建“公铁水”多式联运枢纽体系，完
善港口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竞争力、促进运输结构调整具有重
大意义。港口集团多措并举，全力推进，宿迁港铁路专用线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相继完成港口站房主体结构、区间路基、卓码河
特大桥桥墩桩基施工等建设，将于今年年底主体建成，2024 年 6
月开通运营，打通铁路进港“最后一公里”。

民天物流码头改造提升工程是港口集团 2023 年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投资约 2000 万元，立足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以安全
为底线，绿色化、标准化、智能化、现代化推进码头提档升级。日
前，工程已经完工。

港口集团与宿豫区国有企业拟投资40亿元建设宿连航道沿岸
的陆运河、新庄、来龙作业区及仓储物流项目，其中，陆运河作业区
位于宿豫区临港产业园，拟建设 42个 2000吨级泊位，规划岸线长
度为1800米，即将启动建设。陆运河作业区作为双方投资的“大手
笔”之一，又是宿连航道上重要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未来宿连航
道开通，必将成为宿连航道上连接京杭运河的枢纽港口。

一年来，宿迁港大项目建设迅猛推进，捷报频传，一座港口
“新城”正在崛起。

“以港兴产，以产兴城。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在市场
拓展、资源整合、生产运营、政策争取、服务精准等方面久久为功谋
突破，按照将宿迁港打造成为国内一流枢纽港口的战略使命，围绕

‘对外开放窗口、物流集聚高地、港产融合平台’定位谋篇布局，始
终站在市内全域一体化的格局中来推进宿迁港下一步发展，在全
市‘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当好改革先锋，为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宿迁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作出宿迁港新的更大贡献。”
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斌踌躇满志，信心满怀。

春潮拍岸千帆进，港口雄开万里流。从宿迁港瞩望未来，一
艘艘巨轮正乘风破浪，逐梦远方。

2023 年 6 月 7 日，中远海运-OOCLSCANDINAVIA-024E 号
货轮装载的亚洲纺织进口羊毛集装箱，从弗利克斯托港经上海口
岸转关后，通过内支线京杭运河驳船运抵宿迁港进行货物清关。
这是宿迁建市以来，进口集装箱水路运输首次实现在本地清关，
标志着宿迁港外贸进出口双向通道正式打通。

港口是畅通双循环的“主渠道”。从成立开始，港口集团就站
在区域一体化这个平台上，围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走出去主动寻求战
略合作伙伴和投资，加强内河港口之间在经营方面的合作与交
流，全面提升区域港口一体化发展水平，抢抓“长三角一体化”“长
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机遇，谋求后发赶超。

2023年 4月 20日，与京东全球购签署关于保税物流战略合作
协议，共同探索优化保税物流中心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合作。

2023 年 4 月 25 日，与省港口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在
股权合作、内河航运、港口运营、货源组织、多式联运等方面开展
广泛合作。

2023年 5月 8日，与上海汉唐航运有限公司签订港航协议，在
市场培育、集装箱货源组织、港航一体化发展、航线设定等开展全
方位协作，共同推进宿迁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做强做大，开通宿迁
港至上海港外贸集装箱直航航线。

2023 年 5 月 12 日，与连云港港签订推进苏北港航一体化、加
强海河联运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宿迁港与连云港港区域协调
联动发展，搭建高效稳定的海河联运服务体系。

……
短 短 一 年 ，宿 迁 港 不 断 内 联 外 拓 ，区 域 发 展 新 格 局 已 然

“联”成。

内联外拓“联”一体 区域发展格局启

项目建设“连”一体 强基固本“新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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