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和县皖江公铁水联运通用码头效果图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万里长江，一泻千里。

八百里皖江第一大深水港——安徽和

县皖江公铁水联运通用码头(以下简称“皖

江港”)已于今年10月破土动工。该港占用

岸线590米，后方陆域占地510亩。这是

和县县委县政府坚持走“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色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 ■ 常兴胜
安徽和县皖江公铁水联运通用码头开工仪式现场

“临港经济”，和县发展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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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和县23公里长的长江岸线分布着荣香、胜

利、光荣等大大小小的非法码头、砂场二三十家，和县审

时度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取缔非法无证码头、

散乱差砂场等，同时对长江岸线上的龙港、石跋河和金

付等码头强制拆除，还长江“碧水东流”。

对皖江港的横空出世，和县发改委主任李善娓娓道

来项目谋划的大背景。省“十四五”规划提出“全面提升

高速公路和港口航道通达能力，打造芜湖马鞍山、安庆

江海联运枢纽”，首个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皖苏联合发文

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共建芜湖、马鞍山江河

海联动航运中心，围绕打造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

加快建设长江南京以下江海联运港区、芜湖马鞍山江海

联运枢纽”……和县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

召，对接融入合肥经济圈和南京都市圈，深度融入长江

经济带，于去年和县县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上提出“全

力抓好产业平台建设，全力构建工业、现代农业、文旅、

临港经济四个‘1+4’框架布局”，第一次正式提出“临港

经济”概念，将“临港经济”写在和县“十四五”规划中，并

付诸实施皖江港项目。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八百里皖江前沿，马鞍山是安徽

东向发展的桥头堡，而和县则是安徽东向发展桥头堡之桥

头堡。和县建造皖江港，就是立足和县，辐射长三角。“23

公里长的长江岸线，9.33公里的深水岸线，不足3公里、能

停泊2万吨江海轮的深水岸线。”安徽江一国冠港口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程志新从事港口规划建设40余年，是

一位港口建设管理经验丰富的业内专家，说起港口的优势

如数家珍，“水域宽阔，深水贴岸，天然水深在-10m 以上，

是优良的深水岸线资源。航道为长江主航道，常年航道维

护水深为中枯水9m,洪水10.5m，江海轮2万-3万吨级船

舶常年可通航。”该港与马鞍山市区仅一江之隔，与马鞍山

长江大桥相距7.5公里，与芜湖市区相距40公里，与南京长

江三桥距离40公里。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具备了“公铁

水”多式联运的优势，交通便捷自不待言。

据悉，和县皖江港建成后，公路货运则依托长江“黄

金水道”经工程后方的郑蒲港铁路专线，驶入一公里处

的 G347 国道，进入G346、沪武高速、天天高速，驶向全

国各地；铁路货运则由郑蒲港铁路专线驶入国铁淮南线

铜城闸站，进入全国铁路货运网；水路货运则由长江直

达沿江、沿海各港，可谓“通江达海”。程志新介绍，“建

成后的皖江港将成为南京长江大桥上游第一大深水港，

是安徽省长江港口建港史上一次性开发建设岸线最长、

泊位等级最大的深水港。该项目已被省交通厅、财政

厅、发展改革委、经信厅联合列入全省第二批省级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成为安徽江海联运枢纽中心和多式联

运集散中心，为和县、含山、合肥经济圈以及皖北等经济

腹地提供通江达海的平台。”

加快港口建设，撬动“临港经济”。曾几何时，20几

公里长的沿江岸线也曾被和县利用发展船舶工业、建造

码头、砂场等，低水平的发展给长江带来“伤痛之泪”，

2017年以来，和县刮骨疗毒，彻底治理长江岸线，保护母

亲河。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人心，以

及《长江保护法》的出台，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已成大

势所趋。和县积极呼应国家发展大战略，融入长江经济

带，融入南京都市圈，规划和发展和县未来蓝图。“临港

经济”在这一历史时刻郑重提出，这是继智能制造（高端

装备）、电子信息（半导体）、精细化工（新材料）、绿色建

材（装配式建筑）及文化旅游与现代农业（绿色食品）五

大主导产业发展后，和县发展又一新的增长级。

程志新用“两个节约”高度概括了皖江港在建设中

秉持“资源整合、绿色环保”的节约理念。和县拆除占用

长江岸线的非法码头，被皖江港逐一收购，并将岸线整

合成590米，不仅节约了岸线资源，也保护了长江。该

港还将散货廊道、散货仓库全封闭，散货全部进库，散货

每个转运点都有喷淋环保设施；港口主要设备采用高效

节能环保设备；码头泊位配有岸电系统；码头配有油污

水收集系统；对码头港区码头雨水污水全部收集处理，

再利用喷淋、绿化，节约了水资源。

与此同时，和县还对长江岸线滩涂植绿防护林，全

县设置县级林长7名、镇（国有林场、园区）级林长33名、

村（社）级林长186名，共有各级林长226名，2016年至

2021年，和县查处涉林违法犯罪案件及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案件共137起，其中林业行政处罚案件128起，2018

年以来，共完成长江防护林建设 4050 亩、退渔还湿

3103.5亩、退耕还湿1525.5亩、退化林修复500亩。

环境的整治与绿化，港口的两个节约，也使长江碧

水向东流。

如何发展临港经济，将它做大做强，这是和县凝心

聚力要做的一篇大文章。“将港口打造成集港口装卸、堆

存、仓储、加工、配送、船舶代理、货物代理、建材贸易、电

子商务、信息服务等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现代综合物流枢

纽港。”李善认为发展临港经济，也要因地制宜布局好产

业，有了大物流才有港口的吞吐量。制造业、新材料、电

子信息等产业布局在县经济开发区。他认为建造港口

有几大好处，可以降低物流成本，因为水运是最经济实

惠的；其次运量最大，成本最低；其三，可以招大引强，配

套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人流、物流带动资金投资；其

四，作为和县对外的一个窗口，科学有序开发港口，使其

成为招商引资新名片，吸引更多投资者来和兴业。

“目前，该港口已试桩开工。”安徽江一国冠港口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管春雷介绍，该段施工区地质条

件复杂，给水上沉桩施工带来难度，影响施工进度。但

在设计、施工、监理等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已累计完成水

上沉桩施工100根，水上PHC管桩468根，钢管桩156

根。为确保春节前完成全部水上管桩施工的节点目标，

在当前长江沿线码头施工的黄金季节，已调遣第二艘打

桩船进场，开展水上沉桩施工。

据悉，该港口将建设 3个 2万吨级（水工结构兼顾 3

万吨级）通用泊位。主要货种为件杂、集装箱、兼顾散

货，年吞吐量2000万吨以上。建设工期2年，投资约15

亿元，港口主营业务年收入2亿元以上，工程建设包括装

船机、卸船机、多用途门机、场地件杂集装箱龙门起重

机、半门式刮板取料机、皮带机系统等设备、散货仓库、

件杂和集装箱堆场、供配电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给排

水系统、消防系统、环保系统、港口物流信息化系统等生

产、生活辅助设施。“随着物流链板块的延伸，及公司物

流配送、船舶代理、货物代理、建材贸易、电子商务等业

务收入，年营业收入可达3亿元以上。”程志新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