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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长江湖南段港口岸线整治 打造最美长江岸线

一、案例背景

湖南坐拥“一湖四水”，地处长江中游，96%以上的面积

都属于长江流域，依水而生，在维护长江中下游生态平衡和

江湖关系中承担着天然的重要使命。2018 年 4 月 25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长江岳阳段考察时勉励湖南继续做好长江保

护和修复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2018 年 5 月 2 日，时任湖南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长江岸线整治专题会议，强调要认

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岳阳视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常规的举措，推进长江

岸线湖南段专项整治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省港口码头专项整治工

作拉开序幕。2018 年 5-6 月，省人民政府先后 3 次召开专题

调度会议，明确了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整治方案、组织

架构和整治清单，要求专项整治紧紧围绕“关、停、并、转”

开展工作，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任务，再用 2 年的时间按照岳

阳港总体规划完成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升级改造，把

163 公里建成长江最美岸线。会议还主动提出及早谋划，把



2

港口码头整治工作向洞庭湖和湘资沅澧四水延伸，力争用 3

至 5 年时间完成“一湖四水”港口码头综合整治升级。

二、现状及问题

整治前，全省内河港口建设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基础设施、产业互动、交通方式衔接等方面仍存在较多

问题，绿色发展欠账较多，港口发展以粗放式模式为主。

一是港口污染物防治能力存在较大短板。整治前全省港

口大部分老旧码头未设置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港内作业区

功能凌乱，煤炭、矿石、砂石等货物露天堆放，粉尘污染较

为严重，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

是港区真实写照。2018 年前，岳阳城陵矶老港每年约 500-600

万吨干散货中转量中，80%以上采用露天堆放，港内排水设

施基本上呈“雨污合流”状态，对长江水体产生较大影响。

二是港口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整治前全省 911

个生产性泊位中，1000 吨级及以上泊位 143 个，占比仅 15.6%

与实际到港船型大型化的矛盾十分明显，中小型码头超载靠

泊运营十分普遍。除岳阳、常德、长株潭等少数港口重点港

区外，全省大部分港口码头装卸工艺落后，港口信息化配套

能力较为薄弱。

三是港口功能布局及岸线利用较为粗放。整治前，全省

港口布局规划 63 个港口，同一区域内港口功能重复，同质

化竞争突出，岸线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普遍不高。部分港口



3

码头岸线存在占而不用、多占少用、深水浅用等方面问题，

优质深水岸线资源未能实现有效利用。2017 年，全省岸线总

体产出率约 0.34 万吨/延米，而安徽、湖北、江西同期产出

水平分别约为 1.57 万吨/延米、0.54 万吨/延米、0.7 万吨/

延米，湖南省港口岸线利用效率与长江中下游省份差距较大。

三、整治过程

（一）重点推进长江岸线整治

一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常规的举措，迅速完成了岳

阳港长江岸线 42 个码头泊位“关、停”整治，退出、复绿

长江岸线 7302 米。其中建于临近长江黄金水道桂花园岛、

投资上亿元的天欣集团码头被拆除，完成了桂花园岛及周边

81 亩场地复绿，建成周边居民休闲散步滨江公园。

图 1 天欣码头水泥罐拆除 图 2 整治复绿后的天欣码头

二是制定《长江岸线湖南段港口码头提质改造指导意见》

《长江岸线湖南段渡口规划设计指导意见》，对保留 13 家港

口企业、40 个泊位全面启动提质改造工作，彻底改变湖南长

江沿线港口发展面貌。2018 年 12 月组建湖南省港务集团，

全面推进岳阳长江港口岸线资源整合。2020 年 4 月，岳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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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矶老港环保提质改造工程建成投产，长江流域首个巨型

“胶囊式”全封闭散货料仓正式投入运营，彻底解决了扬尘、

污水排放等环境污染问题；进出港散货量从 1200 万吨提升

至 2600 万吨，铁路日均发运从 6 列提升到 12 列，作业效率

提升近 70%，为我国内河老旧码头提质改造提供了湖南样本。

图 3 整治前的城陵矶老港 图 4 环保提质改造后的城陵矶老港

2020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考察岳阳，指出城陵矶老港环保提质改造项目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指示的坚定回应，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项目。

（二）向一湖四水延伸

2019 年 9 月，交通运输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下发通知，要求做好长江主要支流非法码头整治工作。

湖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自加压力，决定将长江岸线港口

码头专项整治延伸到洞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干流。2020 年 2

月湖南省印发《湖南省非法码头整治指导意见》，对于取缔

类非法码头，按“四到位”（拆除到位、清场到位、防反弹

到位、复绿到位）原则推进；对规范提升类非法码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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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绿色生态、智慧高效”港口提质改造技术要求，

全面实行“一港一策”的提质改造方案。至 2020 年底，湘

江 106 处非法码头、“一湖三水”285 处非法码头的关停取缔、

岸线复绿任务全部完成，退让岸线 50.973 公里；此外，“一

湖四水”撤销渡口 254 处，退让岸线 50.797 公里。

图 5 整治前洞庭湖华菱岳阳码头 图 6 整治后洞庭湖畔遗址公园

四、整治成效

全省港口码头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省级层面先后召

开 14 次专题会议，出台指导意见或纪要文件 14 份；省交通

运输厅组织相关单位累计摸排岸线约 5000 公里，提出各类

指导性政策文件 6 份。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整治行动累

计已关停码头泊位 568 个，复绿岸线 50.973 公里。全省生

产性泊位岸线利用存量从整治前的 99.982 公里压减至

41.707 公里，压减 58.28%。

一是港口污染物防治水平显著提升。整治前，湖南省在

港口污染物防治能力建设领域欠账较多，部分环境案例被列

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湘潭铁牛埠码头污染湘江事

件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痛定思痛，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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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联合制定发布了《湖南省干散货码

头环保隐患整治指南》，采用严于行业规范的技术标准，直

指港口污染物排放最为集中的干散货码头，提出 10 大类 74

条环保隐患整治清单，从装卸船、水平运输、堆存、转运工

艺全流程，提出了一整套港口污染物治理方案或对策建议。

2022 年 3 月，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一湖四水”港口码头环

保隐患整治奖补政策和标准的通知》，鼓励港口码头经营企

业在环境保护和污染物防治方面勇于担当、加大投入，进一

步提高我省港口码头污染防治能力。至 2022 年底，“一湖四

水”码头环保提质改造累计完成投资将超过 5 亿元。

图 7 提质改造后的铜官港（后方散货仓库）

二是港口基本设施功能持续优化。整治前，全省港口码

头普遍存在等级偏低、设施不全、工艺落后，以及信息化水

平低、集疏运系统不畅等问题。经过四年多努力，全省共有

209 个生产性泊位通过提质改造完成了基本设施规范提升。

桥式抓斗卸船机、轨道式装船机、轨道式装车机应用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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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港口，港口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岳阳、长沙、湘潭等干

散货作业比重较大的港口，开始普遍推广使用带式输送机，

取代原来的汽车水平运输工艺，港口作业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三是岸线产出效率大幅提升。通过关停、提质升级，截

至 2022 年 6 月底，全省生产性泊位岸线利用存量从整治前

的 99.982 公里压减至 41.707 公里，岸线总体产出率由整治

前 0.34 万吨/延米提升至 0.525 万吨/延米，较整治前提升

约 54%。同时，全省港口码头货运量总体保持稳定，货种得

到优化，集装箱、商品汽车、粮食、铁矿石等高附加货类占

比不断提升，港口对腹地产业及国民经济支撑带动不断增强。

四是港口规模化、集约化不断提升。随着专项整治推进，

大型央企、国企开始布局湖南内河水运，全省港口资源不断

深入整合。省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盐田港港航发展(常德)有

限公司、湘潭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先后组建运营，港口企业

逐渐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水运物流市场不断向周边

区域延伸开拓，临港企业聚集效应日渐凸显，港产融合实现

良性发展。以城陵矶新港区为例，近年来，港口服务能力不

断增强，新金宝、攀华、中储粮、汇川电子、中创空天等大

型临港企业纷纷在岳阳落地布局，给城陵矶港带来稳定的本

地增量货源。

五是港口总体规划布局趋于合理。《岳阳港总体规划》

立足全省水运发展实际，找准了功能定位，实现了与水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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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城市规划、集疏运交通的有效融合，一批不符合环保要

求的中小型码头予以取缔，相应岸线资源集中整合，港口功

能合理分区布置，一批 3000-5000 吨级深水泊位开工建设或

建成投产，长江沿线港口码头近五年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水运发展规划》将全省港口总量

由 63 个调整至 14 个，“一市一港”框架下港口总体规划编

制全面启动。各市州加大了对港口岸线资源的清理、整合力

度，港口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推进编制，提高了规划成

果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可实施性。至 2022 年底，全省 14 个

港口总体规划有望全部批复实施，全省“一枢纽、多重点、

广延伸”的内河港口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五、下一步工作

（一）以规划为纲领，巩固建立港口码头安全、绿色发

展长效机制。通过港口总体规划引领，杜绝小、散、乱，通

过行业技术审查严把环保关、安全关，通过卫星遥感、加强

巡查督察，确保整治成效。

（二）加强区域港口资源整合，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加强全省港口资源整合，以省属国企为龙头，深入整

合一江一湖四水港口岸线，进一步提高岸线利用率，不断优

化区域港口功能分区，实现港口经营差异化协同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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