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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滚滚向东，奔腾出祖国的黄金

水道。

长江之长，横向看——绵延 2800 余公里

的长江干线航道，与岷江、嘉陵江、乌江等支

流航道共同组成干支衔接、通江达海的高等

级航道网络。截至去年底，长江水系三级及

以上航道里程达到 1.1 万公里，成为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

长江之长，纵向看——以水为纽带，长江

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

大系统。自 2005 年起，长江运输规模稳居世

界内河第一，承担着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80%以上铁矿石、电煤和外贸货物运输，每年

对沿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超 1200 亿

元，间接贡献达 2 万亿元以上。

滔滔长江，成为观照中国经济脉动的重

要窗口。过去一年，长江客货运情况如何？

展望今年，长江航运如何再上新阶？沿着长

江，记者对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和沿

线港航企业进行了采访。

货物运输总体平稳较快
增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俯瞰万里长江，一派欣欣向荣——

上游，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江面船只穿

梭、班列汽笛阵阵、货车来往有序。

2023 年

3 月 22 日，一列

载 有 赛 力 斯 新 能

源汽车的班列从果园

港铁路专用线站场驶出，两

天后抵达钦州港，完成装船后最终

抵达欧洲。深入实施“渝车出海”行动计划，

2023 年 前 11 个 月 重 庆 港 商 品 汽 车 吞 吐 量

1115 万吨，同比增长 13.4%。

2023 年 6 月 13 日，随着货物缓缓升起、

平移、下落，重庆果园大件码头 1000 吨桥机

正式启动首吊，一举成为长江上游一次起吊

能力最大的码头。

从昔日的散杂货码头，变身如今的“世界

中转站”，目前果园港已拥有 16 个 5000 吨级

泊位、14 条进港铁路专用线作业线、18 万平

方米大型标准化仓库，年吞吐能力达 3000 万

吨。2023 年，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完成货物

吞吐量 2694.9 万吨，同比增长 4.4%。

中游，武汉阳逻国际港二期码头，集装箱

快速从货轮卸下，吊装至提货集装箱卡车，全

程不到 10 分钟。通过开通干线港口直达、水

水中转、江海直达等各类航线 20 余条，2023
年 前 11 个 月 ，武 汉 港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达 到

264.1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5.6%。

下游，南京江北龙翔码头，货轮“哈娜 7
号”装载 1300 吨化工原料后，于 1 月 10 日下

午解缆驶向韩国。2023 年，南京港共检查出

入境（港）国际航行船舶 2402 艘次，同比增长

28.7%，船舶数量已恢复至 2019 年九成以上。

陆海联动、百舸争流，在一艘艘货轮往来

交织的繁忙图景里，长江黄金水道日益成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动脉。

“2023 年以来，长江货物运输总体平稳

较快增长。”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预计 2023 年全年长江干线港口

货物吞吐量达到 38.7 亿吨，同比增长 7.8%。

从货物运输规模来看，长江在世界主要内河

中遥遥领先。

旅游客运市场强劲复苏，
映射消费市场回暖趋势

货运往来繁忙，客运连创新高。

“最近游客特别多，大大超出了预期。”重

庆市客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建军说，刚刚

过去的元旦假期，重庆两江游游客接待量大

幅增长，较 2019 年同期增长了 30%。

两江游市场火热，是长江旅游客运市场

强劲复苏的生动缩影。铺展 2023年的假日节

点，长江客运热度迅速攀升的态势可见一斑。

2023年“五一”假期，长江三峡迎客忙。三

峡游共计发船 93艘次，为 2019年同期的 94%，

完成客运量 2.3 万人次，为 2019 年同期的 1.2
倍；游轮平均负载率也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

进入暑期，三峡游轮游乘势而上。据统

计，2023 年 6—8 月期间，长江三峡游轮市场

接待量达到 4000 人次/日的有 74 天，较 2019
年同期多出 31 天，重回暑期旺季模式。

来到中秋国庆假期，重庆两江游共计发

船 454 艘次，接待游客 18.2 万人次，较 2019 年

同期增长 15%。其中，夜游航班广受游客青

睐，占总量的 60.31%。

火 爆 的 客 运 市 场 ，映 射 出 市 场 回 暖 趋

势。据统计，2023 年，长江干线省际游轮全

年完成客运量 137.6 万人次，较 2022 年增长

近 8 倍，较 2019 年增长 26.3%，长江游轮接待

量创下三峡成库 20 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其中，重庆两江游、武汉滨江游、宜昌两坝一

峡游等客运量均大幅增长。

“与往年相比，2023 年长江游轮呈现明

显新变化。”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

游轮运输效率明显提升。凭借游轮企业

高效的运输组织能力，2023 年长江干线省际

游 轮 平 均 载 客 率 达 73.2% ，较 2019 年 上 升

10.4 个百分点，长江干线省际游轮单位航次

客运量较 2019 年提高 33%。

运 输 服 务

水 平 持 续 增

强。2023 年，游轮

企业在软硬件服务方面

加大力度，推广“一价全含”、门

到门、水陆空铁行李联运等服务，推动游轮+
高铁、游轮+海轮联程互动，推出多种系列主

题游，开发长、中、短线路产品运行，为游客带

来更加高端、舒适、特色化的乘船体验。

干支联通、水系成网提速
建设，客货运需求仍有巨大
空间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里，透

过长江黄金水道，一个生机勃勃的流动着的

中国跃然入目。

“长江客货运大幅增长，源自我国经济回

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部

长江航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看货运，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市场需

求持续改善，对煤炭、矿石、建材等大宗商品

的运输形成稳定支撑。

同时，随着港口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干支

直达、水水中转、铁水联运等多式联运加快发

展，长江航运服务能力和辐射范围进一步拓

展。上游重庆果园港开通至四川宜宾、泸州、

广元等 6 条水水中转航线，中游武汉至日韩

集装箱江海直达航线实现运力倍增，下游特

定航线江海直达船队规模持续扩大。干线港

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 52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27.6%。

看客运，2023 年以来，长江干线省际旅

游客运市场快速复苏：3 月份客运量即突破

10 万人次，此后数月客运量连续超过 2019 年

同期水平。长江游轮经济快速回暖，催生出

产业链上下游的多种创新举措，进一步带来

客运增幅。

“长远看，长江客货运仍有巨大市场空间

和发展潜力。”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一方面，来自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释

放的运输需求。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产业

结 构 优 化 升 级 不 断 加 快 ，预 计 未 来 15—20
年，经济社会发展对长江航运仍是刚性增长

需求。同时，随着内河水运提速网络化便利

化，长江航运作为我国内河水运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迎来一轮快速发展期。

另一方面，交旅融合不断深入，也将为长

江游轮市场注入新动力。

长江游轮具有交通和旅游的双重属性，

长江省际游轮为满足游客对文化消费的多样

化需求，探索融入山川、地域、历史、民族等文

化因素，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未来仍有较大

市场空间。

纵览长江上下游，干支联通、水系成网正

提速建设。

上游，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正与

重庆共建智慧长江物流工程；中游，与湘鄂赣

共建中部地区物流大通道，携手打造长江中

游航运中心；下游，与安徽共建航运高质量发

展 示 范 区 ，智 慧 长 江 航 道 建 设 正 不 断 走 向

深入。

未来，一个高质量的长江航运系统，将有

力促进长江客货运量稳步增长，为我国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澎湃动能。

图①：湖北宜昌，三峡船闸正有序运行。

郑 坤摄（影像中国）

图②：一艘游船载满游客行驶在长江三

峡水域。 郑 坤摄（影像中国）

图③：货物运输船舶有序行驶在长江江

苏太仓港段。 王须中摄（影像中国）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版式设计：张丹峰

2023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和省际游轮客运量创新高

黄金水道动能澎湃
本报记者 韩 鑫

作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的重要组成，长江的运输
规模自 2005 年起稳居世界
内河第一。在一艘艘货轮往
来交织的繁忙图景里，长江
黄金水道日益成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大动脉。记者
沿着长江上中下游，探寻“人
享其行，物畅其流”的密码，
透视中国经济的澎湃脉动。

核心阅读

■大数据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脉动R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者李昌

禹）记者从民政部 2024 年第一季度例行

新闻发布会获悉：近日，民政部等 12 部

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

发展养老护理员等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为

重点，从拓宽人才来源渠道、提升人才素

质能力、健全人才评价机制、重视人才使

用管理、完善保障激励措施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制度设计，为新时代新征程养老

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介

绍，《意见》是我国首个关于养老服务人

才队伍建设的综合性政策文件，首次提

出以养老护理员为试点，完善养老服务

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进一步明

确了养老护理员等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的

技能等级、评价主体、评价管理、评价结

果使用等关键性问题。

《意见》提出，在《养老护理员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设置的 5 个

职业技能等级基础上，支持具备条件的

养老服务企业可结合实际在高级技师

等级之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在

初 级 工 之 下 补 设 学 徒 工 ，形 成 由 学 徒

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构成的新八

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进一步

拓宽了养老护理员成长通道。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

一制定编码规则和证书样式，在全国范

围内查询验证。

《意见》明确提出发挥院校培养人才

主渠道作用，支持引导更多职业院校（含

技工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养老服务相

关专业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明确提出加强养老服务与

家政服务、物业服务等关联领域的合作，引导相关人才转型从

事养老护理相关工作；支持养老服务机构依规引进医务人员，

积极吸纳退休的医生、护士到养老服务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

执业或提供技术指导、技能培训；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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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齐志明）记者从中国消费者

协会获悉：根据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3 年全

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32.8 万件，同比增长 15.33%，

解决 112.7 万件，投诉解决率 84.87%，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3.7 亿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

1.76 万件，加倍赔偿金额 545 万元。全年接待消费者来访和

咨询 106 万人次。

与 2022 年相比，售后服务与虚假宣传问题投诉比重有所

上升，合同问题投诉比重明显下降。

根据 2023 年服务大类投诉数据，生活社会服务类、互联

网服务类、教育培训服务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与销售服务

类居于服务类投诉量前五位。在具体服务投诉中，投诉量居

前五位的分别为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服务、培训服务、住

宿服务、美容美发。与 2022 年相比，远程购物和交通运输进

入服务类投诉前十。

2023年全国消协组织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3.7亿元

本报昆明 1月 31日电 （记者李茂颖）记者从云南省水利

厅获悉：去年以来云南重要河湖水质水生态动态监测和保护

治理全面加强，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

在湖泊保护治理中，云南始终坚持科学治理，积极践行

“退、减、调、治、管”工作方针，“两线三区”空间管控物理标识全

部落地，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阳宗海全湖平均水质达

Ⅱ类，创近年来最好水平；滇池连续六年全湖保持Ⅳ类水质。

六大水系出境、跨界主要断面水质 100%达标，全省优良水体比

例为 94.1%、创历史最高水平，劣Ⅴ类断面数量历史最少。

云南省水利部门坚持源头治理，牵头制定九大高原湖泊

“三治一改善”三年行动方案，实施总投资 398.8 亿元的 224 件

项目，已完成投资 205 亿元。目前，新一轮九大高原湖泊保护

条例修订全面完成。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好
全省优良水体比例为94.1%

本版责编：吴 燕 臧春蕾 董映雪

本报北京 1月 31日电 （记者杜海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1 月 31 日发布：1 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49.2%，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

点。分项指数变化显示，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趋稳回升，

企业生产活动加快增长，四大行业和大中小企业协同回稳。

综合来看，2024 年经济实现平稳开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

年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达到 51.8%，比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

点。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货运物流行业年会上，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介绍，2023 年我国物流市场实现恢复

增长。快递业务量达 1320 亿件，连续 10 年稳居世界第一。国

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9.1 亿吨，再创历史新高。民航货邮

运输量 735 万吨，基本恢复至 2019 年水平。

据第六次全国物流园区调查显示，全国规上物流园区超

过 2500 个，国家物流枢纽达到 125 个，示范物流园区 100 个，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66 个。25 个城市推动国家综合货运枢纽

建设。中西部地区物流设施补短板初现成效。海外仓等跨境

物流设施布局加快；国内高铁货运班列正式开行，为支撑扩大

消费送上物流“加速度”。

2023年我国物流市场实现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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