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6月，镇海港区安装第一台门机。
（宁波舟山港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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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衡量港口强不强的
一个重要指标是集装箱吞吐量，
这是评判一个港口在国际经济贸
易中地位的重要依据。从荷兰鹿
特丹港到韩国釜山港，从新加坡
港到香港港，这些国际强港均是
集装箱大港。

1991 年 9 月 29 日，随着一个
个集装箱被顺利吊装上“益河”
轮，北仑港区二期工程一阶段顺
利投产，终结了大陆沿海港口不
能接卸第四代集装箱船的历史。
当天，宁波至美国东海岸纽约、
查尔斯顿、休斯敦的国家核心班
轮干线同步开通，宁波港口正式
进入国家远洋干线港序列。

自 1984 年 7 月浙江国际集装
箱运输业务在镇海港区破冰以来，
宁波港口集装箱发展大步前行。
1989 年，北仑港区率先建设全市
首个集装箱专用码头。如今，宁波
舟山港年靠泊集装箱船超过 100
艘次，集装箱2万标准箱以上。

宁波港口还大力推进国际合
作，打造全球朋友圈。2012 年，
全球最大航运企业马士基航运逆

“航运寒流”而上，与宁波港集团

共同投资梅山港区3号至5号集装
箱泊位，为其即将下水的1.8万标
准箱巨轮寻找靠泊点。对外，宁
波舟山港先后派出多批人员，为
沙特无水港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

港口强不强，另一项重要指
标是装卸效率高不高。全国劳模、
宁波舟山港职工竺士杰创立的“桥
吊竺士杰操作法”，创下了吊装
104 个/小时标准集装箱的纪录，
达到国际一流水准。以港口员工名
字命名的“夏天创新工作室”，完成
了桥吊制动器国产化改造、桥吊防
集卡拖拽改造等创新成果，使装卸
设备故障率减少了三分之二。

“智慧港”“绿色港”建设取
得长足进步。近年来，集装箱码
头生产操作系统、数字港口 GIS
平台等一大批宁波自主研发的港
口生产经营管控系统投入使用。
宁波舟山港还与马士基、地中
海、达飞、长荣等全球 62家船公
司实现数据信息化交换，让港区
2.8万集卡车司机从“码头办”到

“码上办”，成为全国首个实现集
装箱进出口全程操作无纸化、物
流节点可视化的港口。

奔向强港路

从河埠码头到东方大港
——宁波港口70年间三次大跨越调查

记者 俞永均 通讯员 黄建锋 孙彦飞

5 月 22 日，位于江北白沙街道
的港埠三区地块完成拆迁清退。“这
是宁波作业区的一个工业遗存，此
前港埠一区和二区均已脱胎换骨。”
站在原港埠二区所在地——三江口
的杉杉公园，20世纪80年代担任过
宁波港埠公司生产副经理的纪才伟
老人，靠着栏杆平静地说。

70 年前的宁波港，由于国民
党军队逃离前的大肆破坏，21 公

里长的江面片板不存，港口基本停
止运营。新中国成立后，宁波逐步
修复码头，曾经的五口通商口岸恢
复了勃勃生机。

70 年来，宁波港口经历了从
内河港到河口港、再到海港的历史
性跨越。如今，宁波舟山港已连续
十年荣登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
港，2018 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跻
身全球前三。

记 者 俞永均
通讯员 陈群枥

【人物名片】
蔡珍明 浙江海港海洋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宁波
舟山港经历了泊位由小变大、码
头设施由简陋到豪华、工艺技术
越来越精湛、停靠船舶吨位越来
越大的蜕变历程。”作为参与宁波
舟山港多个码头建设的蔡珍明，
对港口基础设施的变化如数家珍。

1985 年，蔡珍明到宁波港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报到，这里还是
一片芦苇地，边上是鱼塘，但不
久这里就变成宁波开发建设的热
土。当时，宁波刚刚获批计划单
列市，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如雨
后春笋般萌芽生长。快速发展的
涉外经济，对码头的需求大增，
镇海港区的煤炭码头、杂货码
头、化工码头，北仑港区的铁矿
石中转码头、集装箱专用码头等
陆续上马。这也是蔡珍明最繁忙
的一段工作经历。

1987 年，国家批准建设北仑
港区二期工程的 6 个深水泊位，
其中包括集装箱、通用泊位。两
年后，列入国家“七五”“八五”

重点工程的宁波港口首个集装箱
专用码头工程——北仑港区二期
工程的一阶段项目开建。“这 6个
深水泊位码头的建成，让宁波港
真正进入了大海时代。”他说。

码头建设仍然跟不上飞速发
展的港口经济。20 世纪 90 年代，
宁波港集装箱吞吐量以年均 30%
以上的速度增长。随后，穿山港区
动工兴建，该港区从 2004 年开港
以来，形成了拥有 3410 米岸线、10
个集装箱专用泊位、183.7 万平方
米堆场、45 台桥吊、136 台龙门吊
的“千万级”单体集装箱码头。

2008 年获批全国第五个保税
港区后，梅山码头建设如火如
荼。梅山港区规划建设集装箱泊
位 10 个，其中 1-5 号泊位已投入
运营，2018 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400 多万标箱。6-10 号泊位总投
资约 78 亿元，共规划建设 2 个 20

万吨级和 3 个 15 万吨级泊位，是
目前国内等级最高的集装箱泊
位。目前，6 号、7 号泊位均已通
过交工验收，今年 8 号泊位也可
以建成，未来梅山港区将成为宁
波又一个千万标箱级码头。

在蔡珍明的记忆中，对北仑
港区 20 万吨级铁矿石中转码头的
扩建印象最深。当时，10 万吨级
铁矿石中转码头还在运营，边上
要再接一个 20 万吨级码头，而且
不能影响生产，难度可想而知。

“北仑港域水很深，原先码头的通
讯电缆等设施都要小心保护，我
们花了两年多时间完成扩建工
程，中间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
他自豪地表示，目前这个码头已
外接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秘
鲁、智利、印尼等世界矿煤主产
区，内连我国 30 余家大中型钢铁
企业和电力企业。

宁波舟山港70年蝶变路

记 者 俞永均
通讯员 顾逸骁

20 世纪 70 年代，宁波港区的
范围在甬江上游一带，并由三个
装卸作业区组成。

位 于 宁 波 老 外 滩 的 港 务 一
区，兼备客、货运功能，客运候
船室就在原轮船码头 （现为宁波
美术馆） 的地方。这里运营的客
运航线主要为甬申线，也是当时
我国客流量最大的航线之一。与
客运同时存在的为装卸一区，主
要为客船的货仓装卸货物，同时
兼带装卸 500 吨级的货船。每到
客班轮到港、开船时间，人声鼎
沸，一派热闹繁忙景象。

隔江而望的是港务二区，也
就是现在的杉杉公园区域，该装
卸区主要从事黄沙和盐等物资的
装卸作业。在杉杉公园靠江的位
置，低头细看，你会发现矗立在
水中那些历经风浪冲洗的水泥
桩，这就是二区老码头的水下基
础。

沿老外滩的一区码头往北，
背靠火车北站的是港务三区，当
时主要从事水铁联运。来自温
州、台州和舟山地区的货物，通
过水运到达宁波，然后在三区通
过公路短驳到火车北站，经铁路
中转到全国各地；反过来，它又

将全国各地的铁路货物通过铁水
联运，中转进入温台舟地区。

1974 年，纪才伟进入原宁波
港务局港务一区上班，一直干到
2009 年退休。据他回忆，甬江港
区码头前沿水深在 5 米左右，最
大只能停泊 3000 吨级的客货轮
船。当时来往老外滩的客船大多
客货兼运，客舱甲板下设有货
舱，带的货物以五金件和宁波市
民急需的日用百货为主，港务一
区的客运线还有宁波至定海、温
州和舟山其他岛屿的航线。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由于甬
江口的镇海作业区和北仑深水矿
石中转码头相继建成投产，三个
港区 （北仑、镇海、甬江口上游
的港区） 统一由宁波港务局管
理，归属为交通部直属港口。甬
江内的三个作业区和客运站合
并，称为“宁波作业区”。

随着全国铁路建设的推进，
温州、台州相继开通铁路，其借
道宁波进行水陆联运的需求逐步
消退。同时，沪杭甬高速公路的
通车，大大缩短了宁波到上海的
时间，很多旅客改乘船为坐汽
车。客运量大幅下降，造成整个
甬江港区经济效益不佳，甚至出
现亏损的局面。

另一方面，由于涨潮落潮时
带进了大量泥沙，宁波作业区中
的一区和三区每年都要组织挖泥
清淤，港区运行成本大增。

当时的宁波作业区，为克服
自身条件限制，发挥港口业务管
理和装卸技能人员的优势，工作

人员纷纷走出甬江，到北仑锚地
去装卸作业。“那时候，镇海作业
区和北仑作业区刚成立，急需大
批有熟练装卸操作技能的装卸工
人。根据上级业务管理部门的要
求，我们组织装卸队去北仑港区
进行水上锚地作业，当时被誉为

‘港外找港’。”纪才伟笑着回忆
道。

后来，随着镇海港区、北仑
港区的成熟并逐渐具备承接各类
大型外轮的能力，甬江港区的功
能和地位被完全替代。

甬江港区的前世今生

杉杉公园矗立在水中的几根大
柱子，“诉说”着港务二区过往的
繁华与热闹。 （俞永均 摄）

1982年，北仑港区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顺利建成。
（宁波舟山港供图）

20 世 纪 50 年 代 到 70 年 代 ，
宁波港还是一个囿于甬江口的内
河小港。

“解放初期，宁波没有自己的
港务局，申甬线轮船属于上海招
商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甬江口
各个码头也各自为政，都有自己
的搬运队。”原宁波港务局一位退
休 老 职 工 回 忆 说 ， 到 1953 年 1
月，华东区海运管理局宁波分局
与浙江省航务管理局宁波办事处
合并，成立了上海港务局宁波港
务分局。后来，宁波又设立了运
输、轮船和航运公司。

那时，甬江口码头停靠的基
本是国内的货船，个头都不大，
进口商品很少。由于海水涨潮时
带进来的大量泥沙不断在甬江口
淤积，别说千吨货轮，连 500 吨
以上的船都很少见。

原宁波港甬江港区装卸工郑
学义告诉记者：“那时候船上装的
是化肥、粮食、白糖等紧缺商
品，船泊吨位只有几吨到十几

吨，最多也就是300吨。”
1973 年，宁波港由甬江港区

向东拓展，开始建设镇海港区。
据原宁波港务局局长叶信虎回
忆，当时东海沿线码头靠泊能力
很不足，船只进港需要排队，这
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周恩来
总理提出，要用 3 年时间来改变
中国大陆港口的面貌，国务院港
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带队到
宁波调研，最后选中了镇海港区。

1978年 12月，万吨级煤炭专
用码头在镇海港区建成投产，这
是当时浙江省第一个万吨级码
头。次月，由秦皇岛港直驶镇海
港区的“战斗 39 号”轮满载着
5609 吨原煤靠上镇海煤炭码头。
十年后，镇海港区货物吞吐量首
次突破 1000万吨，步入千万吨级
港区行列。

镇海港区的投用，标志着宁
波从内河港走向了河口港，并为
之后成为国际大港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走出内河港

1973年 12月，浙江宁波港建
设指挥部成立；1981 年 2 月，宁
波港务管理局北仑作业区成立；
1994 年 9 月，北仑港区 20 万吨级

（兼靠 30 万吨级） 矿石卸船码头
竣工……在北仑矿石公司一楼的

“红码头”展示馆，北仑港发展
的每一个重要节点都镌刻在墙
上。

北仑港素有“水深流顺风浪
小、不冻不淤陆域大”的美称，
是 中 国 少 见 的 天 然 深 水 良 港 。
1979 年 1 月，作为上海宝钢配套
码头，我国首座 10万吨级矿石中
转码头——北仑港区矿石中转码
头在北仑山旁的海面上打下第一
根 桩 。 同 年 6 月 ， 经 国 务 院 批

准，宁波港口正式对外开放。
1982年，北仑港区 10万吨级

矿石中转码头顺利建成。但码头
刚造好，为它供应货源的上海宝
钢却推迟投产，宁波港就像一个
刚出生的孩子被断了奶。

是坐等上海宝钢投产，还是
按期开港、另谋出路？一时之
间，两种观点争论不休。“我们选
择了自谋出路，让大码头活下
去。”北仑矿石公司退休职工张贤
彪回忆说，公司主动走向市场，

“找米下锅”，将目光瞄准化肥灌
包业务，与美国贸易商签订了年
灌包 40万吨散化肥的合同，并着
手引进意大利专用设备，开始码
头流程的改造工作。

跨入大海港

北仑港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 （严龙 摄）

4月11日，四艘400米巨
轮在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同
时作业。 （汤健凯 摄）

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胡锦渠 摄）

1982 年 11 月，装载着 2.7 万
吨化肥的“云海”轮顺利靠泊北
仑港区 10 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
以此为起点，北仑港区逐步走上
了 发 展 红 （铁 矿 石）、 白 （化
肥）、黑 （煤炭） 等货种的“一专
多用”之路。

1994 年，北仑港区二期集装
箱码头集装箱吞吐量首超 10万标
准箱，宁波港口由此进入“地方
性集装箱港口”行列。

2017 年，穿山港区集装箱码
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 1000万
标准箱，成为全球第三个“千万

级
”
单 体 集 装
箱码头。

宁 波
舟山港年货
物吞吐量超
10亿吨，拥有
170 余 座 万 吨
级以上大型泊位，40
万吨巨轮频繁挂靠……
宁波完成了由河口港向
海港的大跨越，一座现代化大港
在东海之滨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