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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体发展良好，但安徽全省港口和水

运在发展中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航道条件较差、

港口同质化发展现象较为严重、水运经济发展

方式落后、水运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等。”施平介

绍，未来五年，全省港口和水运建设将实施

“346”发展战略。即构筑大通道、打造大枢纽、

提升大服务这 3 个发展重点；400 亿元港航建

设投资；6 项主要发展任务，干支航道连通工

程、港口转型升级工程、运输组织优化工程、航

运服务提升工程、水上交通保障工程、水运文

化建设工程。

就像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更快，高等级航

道也是如此，而目前我省的国家高等航道里

程才 1122 公里，下一步将加大内河航道升级，

在十三五期间使全省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

2000 公里。据悉，我省积极与江苏对接打通

淮河第二入海口，进一步提升安徽水运承载

能力和辐射能力。并加快推进江淮运河工

程，江淮运河与目前在建的沙颍河、合裕线航

道、芜申运河，形成我省历史上第一条南北向

水运大通道，使淮河水系船舶入江缩短 200~

600 公里的航程。

将筑史上首条南北向水运大通道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6 月 17 日，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从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获悉，我省属少数民族散

居省份，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省有55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常住人口 40 万人，占全

省总人口的0.66％。

少数民族在全省呈“大分散、小聚居”状分

布，沿淮淮北多且相对集中，沿江江南少而分

散。回族、满族、畲族为我省世居少数民族，其

中回族人口最多，为 32.81 万人，占全省少数民

族总人口 82.92％。现有 11 个民族乡（场、街

道），135 个少数民族聚居村，122 所民族中小

学。

据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孙丽芳介绍，经

过多方努力，我省少数民族乡村农民人均纯收

入，连续 6 年总体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14

年全省民族乡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

次突破万元大关。

我省有55个少数民族，40万人

我省将筑首条南北向水运大通道
使淮河水系船舶入江缩短200~600公里航程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施平作了
“关于全省港口和水运建设发展情况的报告”。6月17日，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我省加快推进江淮运河工程，与目前在建的沙
颍河、合裕线航道、芜申运河，将形成我省历史上第一条南北向水运大通
道，使淮河水系船舶入江缩短200~600公里的航程。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我省2014年
内河水运货运量全国第一

“水运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 1/5、公路的 1/20，一直是大宗货物长

距离运输的首选，特别适用于粮食、煤炭、矿石、建筑材料等我省传统

优势资源的运输”。据施平介绍，在土地资源、能源供应、环保压力日

益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快港口和水运建设发展，已成为完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施平介绍，安徽水运多项指标在全国处于前列。据统计，截至目前，

全省内河航道总里程达 6612.64 公里，通航里程达 5729.25 公里，分别位

居全国第七和第八位。境内的长江、淮河、沙颍河、合裕线、芜申运河为

国家高等航道，合计里程1122公里。

此外，安徽全省拥有营运船舶2.95万余艘、3680万载重吨，船员人数

约 12 万人，均居全国第一。全省拥有航运企业 762 家，港口企业 620

家。2014 年完成内河水运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 10.9 亿吨、5298 亿吨公

里，货运量居全国第一。

施平介绍，“十二五”以来，安徽省交通运输厅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

务管理局，会同沿江5市创造性地采用“皖江合作模式”，实施了长江干线

航道整治、裕溪口汊江航道整治等一批重要建设项目，显著提升了长江

安徽段的通航能力。其中，提前 6 年完成《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

（2009—2020）》的规划目标，实现了 3 万吨级海轮到芜湖、万吨级海轮到

安庆的历史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