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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厦门港对外开放之路，只
能越走越宽，对外开放之门，必将越开越大。

2018年 12月 24日，“丝路海运”从厦门港开
行，这是我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
综合物流服务品牌和平台。2019年6月，厦门港乘
胜追击，建成多式联运港站投入运营，开展内贸集装
箱海铁、公铁联运业务，进一步实现“海丝”和“陆丝”
的无缝衔接。

时至今日，“丝路海运”联盟成员达300多家，始
发自国内7个港口的94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通
达31个国家的108个港口，累计开行超过1万航
次，吞吐量超过1200万标箱，成为世界航运格局中
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南说，“丝路海运”已经成为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的“先行官”。除了远
洋干线，更有毛细血管般的沿海支线——比如，港务
海运已拥有13艘船舶，航线往来福建、广东沿海各
港，畅通海向腹地。

福建省港口岸线资源丰富，拥有陆域海岸线长
居全国第二，港口深水岸线居全国首位。2020年
10月，福建省港口集团组建成立，将包括厦门港务
控股集团在内的福建省国资委、各地市涉及港口和
航运业务的国有资产进行一体化整合，握掌成拳共
谋发展。

业内人士解读，一体化整合后，厦门港在用好
“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国际航运中心和对台航运
等区位政策优势的前提下，作用更加突出。

创新发展不止步。2022年1月20日，厦门港海
润码头全智能化改造试投产，这是国内首个传统集
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项目。另外，同步投用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智能码头操作系统（iTOS）。厦
门港传统岸桥远程操控自动化升级项目荣获“中国
港口科技进步一等奖”。坐在新的“码头一线”——
远程控制办公室里，就能远程操控岸边桥吊、堆场龙
门吊，一两个人就能完成之前七八个人的工作。

这让龙门吊司机这一“工科男”领域，也出现“娘
子军”——不久前，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招聘了5名
女性操作司机。

“过去工作环境很艰苦，需要在几十米高空的驾
驶室内一坐十几个小时，对体力要求非常高。如今，
新技术赋能优化了操作流程与工作环境，为女司机
上岗创造了条件。”新入职海润码头的“准司机”应明
慧此前是一名码头讲解员，码头一线的“苦”她熟记
于心，目前，她正在接受岗前培训，她笑着将自重上
千吨的桥吊比作“抓娃娃机”，而她的任务，就是确保

“百抓百中”。
“没有什么不可能。”应明慧说，厦门港逐梦世界

一流强港的改革精神、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激励着
她更勇敢地去挑战自己。

按照规划，厦门港将在2035年奋力实现年集装
箱吞吐量2000万标箱，迈入全球十强。厦门集装箱
码头集团总经理洪宝财表示，峥嵘40年，从3292标
箱到1243万标箱，这与国家、省、市政策，与厦门港
口管理局、厦门海关、厦门海事、厦门边检等港口口
岸部门的支持密不可分，也是港航企业携手共进的
成绩。厦门港的飞速发展与特区的蓬勃发展同频共
振，奏响港城融合、休戚与共、相融共生的交响曲，厦
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将不断助力厦门港这艘劈波斩浪
的“大船”乘潮而动，在全球贸易的主航道上巍然前
行，谱写更多新的“船说”。

厦门港：书写新 说 逐梦世界一流强港
今迎开展集装箱运输业务40周年，集装箱年吞吐量从40年前的3292标箱增长至1243万标箱

40
年前的1983年3月28日，香
港“华胜”轮靠泊试投产的东
渡港区一期工程码头。看着

船上一个个巨大的铁皮箱子，装卸工吴
伟建和身边的同事们目瞪口呆，“大家
都傻掉了，纷纷讨论这是什么东西。后
来，一群人跟着海关工作人员去检查，
打开箱门才弄明白，原来这是装货用
的，叫集装箱。”

一辈子肩挑背扛的老码头，见证了
这一历史性的一步：厦门港拉开集装箱
业务序幕。

箱子里装的是货物，更是梦想。伴
随着国家、省、市经济产业快速发展，集
装箱运输成为贸易、投资的基石所在。
厦门港，也从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港，完
成向集装箱干线港、枢纽港的“蜕变”，
跻身为排名世界第十三位（2021年）的
集装箱强港。

40年光阴如梭。如今，在国家、
省、市发展大局中的厦门港，以“勇立潮
头、勇毅前行”的精气神，肩负着服务与
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新征程
上，厦门港仍将一如40年的探索历程，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
进。

1983年，站在厦门港第一台桥吊上，20岁出头
的小伙子詹志龙很兴奋，他操作着这台巨型机械，
将一个个集装箱顺利装卸。耳边的风声、潮水声、
汽笛声、机械运转的轰鸣声，让他觉得：一个时代的
风，已从海上吹来。

不过，詹志龙晚上经常睡不好觉：他当时月工
资32.5元，而那台桥吊价值600万元，在当时如同
天文数字。“我们不敢怠慢，每个操作都要小心翼
翼，碰坏一个零件愁得好几天合不上眼。桥吊不用
的时候，还要用铁丝网围起来，专门设一个岗亭，三
四个人轮流站岗。”他回忆。

1983年3月28日，香港“华胜”轮靠泊厦门港
东渡一号泊位，开创了福建省港口集装箱装卸作业
先河。“华胜”轮在当时算是大船，能装300个集装
箱。装卸、堆存、进出港的每一个流程，最开始是记
录在一张T型的纸卡上，接待一次靠泊，十七八个
职工要四处奔波，忙上3个班、36个小时。

1983年，港口人靠着一双手、两只脚，完成全
年3292标箱的集装箱吞吐量。

1984年2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来到厦门视察。之后，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
岛，并逐步实施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并设立台商投
资区，进出口加工贸易快马加鞭。“这让厦门港人更
加坚定发展集装箱业务的信心。”厦门集装箱码头
集团退休职工詹志龙说。

1993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升至15万标
箱。从日本购买的2台二手桥吊，分别被命名为
Q1、Q2，帮助厦门港精准踩上集装箱化的发展大
潮，这两台桥吊像老师般，在海天码头“服役”的29
年间，先后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技术骨干：福建省

首批首席高级技师、厦门市劳模周梁成；党的十八
大代表，十三届、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冯鸿昌；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
模、福建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王晓华；福
建省技能大师、厦门市拔尖人才郭朝阳；全国交通
技术能手、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郑王辉等。

“两台桥吊是日本制造。日方人员在调试好设
备后就走了，包括操作和维修，都靠我们从零起步，
可以说真的是凭着一腔热血摸索。”厦门集装箱码
头集团有限公司退休干部许明侨说。

很快，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进入爆发增长期，
桥吊司机们拿出“极限”操作，一小时能完成二三十
个动作，这在当时属于业界一流；临近中午换班，很
多司机总是迟迟不肯下来——公司给出“超产奖”，
做得越多，奖励越多。

“一年12个月，其中10个月都在刷新月生产纪
录，负责宣传的同志写到词穷。”厦门港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退休干部吴伟建笑着回忆，“如果刷新纪
录，工人们就会拿到500元奖金，所以一到月底最
后一天，工人们下班后都不回家，站在公司门口等
着看数据。”

Q1、Q2桥吊，像“双引擎”般，为厦门港的发展
提供了加速度：1994年，厦门港集装箱年吞吐量
22.47万标箱，1997年增至46.7万标箱，进入世界
百强。

其间，厦门港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997年4月
19日，海天码头迎来了首航台湾高雄港的“盛达”
轮，这是两岸试点直航的第一艘船——这也为之后
的两岸全面直航“探路”，为厦门港增加了“对台经
贸交流”的重要属性。

“从根本上改革了港口管理体制，彻底实现了
政企职能分开和政资分立，明确了港务局和港务集
团各自职责，为港口市场的有序建立和专业经营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文字，选自1998年第五期《中国港口》杂
志《港口管理政企分开的成功尝试》一文——1998
年6月18日，厦门港实施政企分设，厦门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国沿海港口中首次
尝试港口体制政企分开改革。

厦门港口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厦门市委、市政
府和港务局有关领导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市场经济
和改革开放的推进，政企分开势在必行。这使港口
发展有了“舵手”，也有了“大船”。

市场化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这让厦门港很
早意识到，只有更好的服务，才能赢得市场。

比如，高速发展的时候，业界存在一种现象叫
“拜码头”：因为航线少、舱位紧张，作业效率也有
限，船东、货主常要登门拜访，“求”着码头加班加
点、“搞快一点”。“我们不能自视过高，要认识到，成
绩的背后，是国家和省市发展的趋势和需求，厦门
港要‘打铁自身硬’，把自己的能力提上去。”已退休
的一位码头老领导这样说。

很快，厦门港码头运营主体不再只有海天一
家，国际货柜、象屿新创建和港务发展先后在1998
年—1999年加入竞争，共同做大市场蛋糕。1999

年5月22日，厦门国际货柜码头为厦门港成功开辟
了第一条远洋航线至美西，成功启动从喂给港至干
线港的转型。2000年12月7日，厦门港年集装箱
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
角。

“没有舞台就没有精彩。”码头人，用工匠精神
呵护着厦门港的品牌。

1997年，学汽修的“山里娃”冯鸿昌，用文曲星
翻译资料，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上夜校，短短四五
年就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技术状元”。2005
年，他负责监造8台价值6000万元的龙门吊，其
间，他与外方工程师就技术问题据理力争，用精湛
的现场调试令对方折服并配合整改。

郭朝阳最早在码头开叉车，后来因为手巧，成
为一名维修工。199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台没
有电梯的老桥吊发生故障，需要更换的配件重六七
十斤，用维修吊车吊运很慢，往返一趟四五十分
钟。“桥吊趴窝，每一分钟都是巨额损失，耽误久了，
船东会怎么想？”郭朝阳心一横，扛着配件顺着一人
宽的楼梯往上爬，顶着刺骨寒风，快速修好设备。

据不完全统计，40年间，从港口一线走出的国
家、省、市级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40余人；命
名省、市级工人先锋号、模范班组、市青年文明号等
荣誉班组近30个……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
神，成为另一个推动厦门港发展的力量源泉。

改革创新
向干线港转变B

探索起步
拥抱特区经济发展大潮

海沧大桥1999年通车后，成为黄鹭旭
日常通勤的必经之路。他是最早一批出岛
工作的港口人。

“港口是最早实施跨岛发展的产业之
一。早在1994年，厦门港已在岛外海沧港
区布局，‘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
坚定了厦门港在岛外建设深水泊位、全面迎
接世界集装箱船舶大型化的决心。”现任厦
门集装箱码头集团副总经理、厦门海润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黄鹭旭说。

当时，海沧港区周边还是渔村，连一栋
像样的办公楼都没有。黄鹭旭和同事们的
办公地点在附近一座村庄的民房里，停车场
旁边是菜地，下馆子只能去村里吃水煮鱼。
因为条件远不如岛内，没有多少人愿意来海
沧区工作，“最开始的时候只能抽调，使用值
班制度，但大家下班还是要回岛内，于是每
天都用班车接送进出岛。”他回忆。

不过，在跨岛发展战略驱动下，海沧港
区建设日新月异，准确把握住全球集装箱船
舶大型化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
全球主流集装箱船舶还是5万吨级，迈入千
禧年后，10万、15万、20万吨级……在经济
全球化、高效率低成本驱动下，船舶大型化
愈演愈烈，一开始就瞄准“全球接待能力最
强”的海沧港区，开始向核心港区蜕变。

来考察的国际航商络绎不绝，远洋干线
不断增多……2007年左右，海润码头的货
物吞吐量开始猛增，每个月都有5万标箱以
上，原本岛内岛外两头跑的员工开始变为常
驻；更多的员工在海沧区买房、安家落户。
海沧区，也成为港城融合的发展示范。

2002年，厦门港全港全年只有175万
标箱的吞吐量，海沧港区占比还不到20个
百分点。时至今日，这个比例已经超过
70%。

海沧港区也成为厦门港劈波斩浪、参与
国际竞争的功臣。2007年9月6日，嵩屿码
头一期工程投产，接待能力直指“全球一
流”，并保持至今。

两岸交流再进一步。2008年12月15
日10时，船长陈福镇在厦门港海天码头，接
过直航船舶出港许可证，开始了一趟被载入
史册的航行——“盛达2”轮驶向对岸的高雄
港，两岸全面“三通”厦门航点(厦门港是大
陆 6 个首航港口之一)直航序幕正式拉开。
与之前相比，直航航线不用绕行香港等地中
转，实现截弯取直，厦门港到高雄的航运时
间从33小时缩短到8小时。

同样是2008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突破500万标箱。

2013年12月，东渡港区的一栋楼前，红绢从牌
匾上落下，露出“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几
个光亮大字，宣告一家码头“航母”企业的正式诞生。

该集团整合了多家知名国企、上市公司的集装
箱码头资产，所属码头岸线资源基本涵盖厦门港10
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码头泊位，无论接待能力还是
服务能力，都是厦门港“绝对主力”。涉及范围之广、
技术难度之高在当时前所未见。

至此，厦门港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大码头时代”。
整合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集装箱泊位抱拳合

一，各类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那一年正好是
郑王辉成为码头桥吊司机的第十个年头，“我们司机
最大的体会，是上机装卸箱时总处于‘停不下’的状
态，恨不得直接住在桥吊上，这种变化让我觉得有点
不可思议。”他说。

2015年4月21日，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挂
牌成立，持续出台一系列开放政策，为集装箱发展带

来利好机遇。特别是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运行
后，进出口货物申报等几十个服务项目实现“一站
式”办结，推动外贸集装箱业务再度提速升级。

更大的业务量、更高的作业效率，倒逼集装箱码
头管理水平提高。在对标国际第一梯队大港的过程
中，厦门港意识到：再次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已到。
2015年，厦门港着手与上海振华联合研发传统桥吊远
程控制改造；2016年3月，厦门港建成国内第一个全
自动化码头并投入运营；2016年5月，厦门港集装箱
智慧物流平台上线运行，集装箱进出实现“流转数据
电子化”“港口业务自动化”……

这样的智慧码头项目，引领的是提效、降本。“人
工智能参与港口作业流程，让‘人跑’变为‘数据跑’，
让远程控制代替高空作业，也让原本在狭小工作间
的‘蓝领’工人，变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工作的‘白
领’。”海润码头操作手吴文峰说。

2016年12月3日凌晨，“地中海纽约”轮和“阿

拉伯德娜”轮同时靠泊嵩屿集装箱码头作业。这是
开港以来首次并靠两艘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意味
着厦门港成功跻身可安全靠泊世界最大量级的集装
箱船舶的少数港口之列。

要智慧，更要绿色。2016年12月28日，厦门集
装箱码头集团首个高压船舶岸电系统在海润码头正
式启用。“十三五”期间，厦门港提前完成交通运输部
下达的岸电建设任务，节能减排成为港口的发展主
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厦门港在全球航运版图
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厦门港集装箱年
吞吐量历史性突破1000万标箱，这开启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代。

2022年，厦门港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243万标
箱。老港口人们不禁感慨：1983年全年的集装箱吞
吐量，如今几个小时即可完成；2000年全年的集装箱
吞吐量，如今一个月即可完成。

整合图强 吞吐量突破千万标箱D

跨岛发展
港城融合谱新篇C

香港“华胜”轮靠泊厦
门港东渡一号泊位，开
创了福建省港口集装
箱装卸作业先河。

1983.3.28
两岸试点直航的第一
艘船——“盛达”轮从
海天码头起航，首航台
湾高雄港。

1997.4.19

厦门港集装箱年吞
吐量突破1000万
标箱。

厦门港集装箱智慧物流平
台上线运行，集装箱进出
实现“流转数据电子化”
“港口业务自动化”。

2017

2016.5.16

新征程
锚定全球十强目标

本版文/本报记者 徐景明 汤海波 通讯员 王晓真
本版图/资料图（除署名外）

◀厦门港接
待能力全球
一流。图为
两艘巨轮同
时 靠 泊 作
业。（本报记
者 王协云 航
拍器摄）

A E

厦门港实施政企分设，厦门港
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
立，这是我国沿海港口中首次
尝试港口体制政企分开改革。

“丝路海运”从厦门
港开行，这是我国
首个以航运为主题
的“一带一路”国际
综合物流服务品牌
和平台。

嵩屿码头一期工程
投产，接待能力直指
“全球一流”，并保持
至今。

1998.6.18 2007.9.6

2018.12.24

▲1983年3月28日，香港“华胜”轮靠泊厦门港东渡一号泊位。

▲1997年4月19日，“盛达”轮首航台湾高雄港。

2016年5月16日，厦门港
集装箱智慧物流平台上线运行。

2017 年厦门港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000万标箱。

大
事
记

2022.1.20
厦门港海润码头全智能化改
造试投产，这是国内首个传统
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