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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承诺
刘少华

曾听一位德国史专家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德
国，每条路上都有一块石碑，记录着修路者是谁，承
诺这条路使用多少年 （一般来说，至少一百年）。修路
者可以慢慢来，但是一旦完工，在承诺期内出故障的
话，就会使子孙蒙羞。

只要到过青岛，就知道这样的承诺并非虚妄。至
今，青岛老城区的下水道依然是德国工程师们的遗
产，历经百年依然无恙，成为这座美丽城市的“良
心”。每当有城市大雨积水时，青岛的下水道总会被反
复拿出来对比。

在董家口管委会采访结束时，封洪海忽然说，他
的目标就是以后自己孙子可以跟人家炫耀，“这一片地
方是俺爷爷他们建起来的”。

封洪海并没有打算在董家口立一块石碑做承诺，
但他的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了报上，可以预见的
是，除了纸媒，至少还会有许多网站转载。再过个几
十年，找到这句话并不难。想必他深知这一点，但还
是做出了承诺，有胆识，更重要的是有底气。

这底气来自董家口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在董家口，你很难不被这里热火朝天的场景震撼

到。能容纳世界上最大货船的码头，9000多亩地的青
钢新厂，规模巨大的堆场，几年间就在海上打开了臂
弯，在大地上挺起了脊梁。听董家口人讲规划，都不
是以年为单位，一个月，一天，这里就有不同的样子。

董家口人没有选择慢慢来，他们需要尽快抓住青
岛开放再出发的机遇，建设速度甚至快于常规。我问
他们，这样影响工程质量吗？他们说，每一项工程都
需要经过严格的验收，不然绝不通过。他们尤其重视
的环保方面，设计标准通常都高于国家标准。

时间会证明他们的承诺是否可靠。
要做百年基业，封洪海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时间不等人。不过，离他们一个小时的车程，就是德
国人修过的下水道，尽管工程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不
过这种精神，显然为董家口人所看重，才会做出这种
承诺。

从董家口人的自信来看，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董家口各处，很容易感受到一股创业的激情。
曹方良说他刚到董家口时，天天住在集装箱里，直到

现在，回一次家也觉得很奢侈。他带我们在码头各处参观，
说话洪亮而快速，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刘铁牛给我
们阐述青钢的循环经济理念时，说到兴头上，大手一挥，

“走，我们看着新厂的沙盘说去！”站在沙盘前，滔滔不绝地
讲了一小时仍意犹未尽。

激情反映在了建设速度上。董家口港仅用 363 天就
建成了40万吨级的矿石船专用码头，而通常这需要2至3
年。吞吐量更是节节攀升，在 2011 年通了第一条船之
后，2012年进出量达到3000万吨，2013年达到了7000万
吨，而在今年，曹方良自信地表示，超过 1 亿吨的把握
很大。

董家口人的激情，源自董家口的愿景。
在港区后方规划的临港产业园，已经有包括世界500

强在内的多个项目落户，其中包括青钢在内的 4 个项目
投资过百亿。除此之外，庞大的储存空间和高度信息化
的交易平台，让这里的港口有了强大的腹地支撑。

“我们不是招商，而是选商”，封洪海说，这里将在
15年内建成一个近百万人的港区，而良好的前景也招来

了不少的投资项目。为此，董家口经济区管委
会专门建立了专家信息库，组成评估小组，只
有通过了的项目才能进来。

“再造一个青岛港，再造一个青岛经济总
量”。在封洪海看来，这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目标。

从地图上看，董家口港口比青岛老港区和
前湾港区都大不少，这里有35.7公里长的海岸
线，其中有3公里可以停泊40万吨级大船的码
头。建成后的董家口港，将会把青岛港原有的
吞吐量增加一倍多，说再造一个青岛港并不夸
张。

传统的装卸业务对城市的贡献有限，而把货物存储
起来，在“境内关外”直接交易，则会对青岛的经济增
长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良好的规划之下，这些愿景正在逐步实现。在董
家口港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电子屏幕上滚动着矿石、
木材和原油价格，清楚地标示着交易的基本流程和保
障。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青岛港集团倾力打造
的第三方现货电子交易平台，这里承接的交易越来越

多，目前的办公场所已经太小，即将搬迁。
“董家口指数”，这是曹方良的未来野心。现在的董

家口，已经成为巴西、南非等许多国家的大矿山到中国
后必来的点，而过去只能用“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
数”等国际航运指数的港口人，开始憧憬着让铁矿石的

“董家口指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市场。
说起未来，封洪海说：“我的想法很简单，等到几十

年后，我孙子可以给人家自豪地说，这一片地方是俺爷
爷他们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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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曾是青岛作为一座开放城市的翅膀。这里有
着全国第一批开发区，在第一波开放中振翅先行，带
动了如今美丽的港口城市青岛。

绿色，是循环经济的颜色。经过30年发展，青
岛这座城市迎来了转型的阵痛期，通过循环经济，
进行转型与优化，成为了最优的选项。

近几年才从“一张白纸”开始开发的董家口港
区，与循环经济一拍即合，成为青岛跨越发展的
重要筹码。这一方港口，正在成为黄岛新的翅
膀，也在以最大的野心，成就一座未来的青岛。

“这里的建港条件世界少见”

从青岛市区出发，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董家口。
即使回溯到5年前，这里都少为人知，如今却频频出现在青岛市领导的谈话

中，主流媒体的讨论里，以及搜索引擎收录的几十万条相关信息里。
董家口经济区管委会在一栋简陋的房子里。尽管只是一个临时办公点，这里

的人一开口，说的却都是长远之计。
“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大的船，我们就有多大的码头”，“董家口的堆场占地

410万平方米，全国最大”，“董家口的目标是做成整个东北亚的航运中心”，“15
年之后，世界上各个大的货运集团，都会觉得董家口与众不同”……董家口人说
起这片港口，满是激情。

尽管 2009年刚来的时候，这里还只有“一片海参池”，连条公路都没有，但
管委会副主任封洪海说，他们在土路上简单地举办了奠基典礼后，就在几年内迅
速建起了20个泊位、四通八达的公路及储量巨大的矿堆场。铁路、工厂和更多的
泊位也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事实上，类似的火热场景30年前就曾在黄岛区上演。1984年，国务院批准在
黄岛建立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青岛对外开放史上的一件大事”，带动了青
岛的对外开放。而今天的董家口，与其有着高度相似之处。

青岛市商务局局长马卫刚曾总结，那时对开发区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就是腹
地广阔，港口条件优越。同处黄岛区的董家口，这两项优势亦非常明显。

董家口独特的天然优势，让这里有着全国罕有的深水大港条件——近海水深
15米，离岸1000米水深可达25米；海底为岩礁，海流速度快，基本没有淤泥；港
口南向，常年不冻……

顶层设计优势也让董家口人自豪。
“这里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有的是地，所以有条件做顶层设计，把港口

和周边条件都配置好，不然凭什么吸引人家来呢？”封洪海认为，大多数港口都是
边发展边建设，导致许多功能后期受限，甚至不少码头都被私人占有，进行恶性
竞争。

董家口则在发展之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了“最顶尖的专家”来规划蓝
图，因此有着广阔的腹地，能建成“第四代港口”。

所谓“第四代港口”，有着装卸、储存、交易等多种职能，成为综合运输网络
的节点。这里并不满足于打造一个新的港口，传统的装卸也仅仅是港口的一个龙
头环节，董家口瞄准的是，成为装卸中心、存储中心、交易中心和信息中心。

管委会副主任管新波认为，在建好后，董家口港将承担青岛原有港口的矿
石、原油等多种货船的停靠，而青岛港则可以主要停靠集装箱、邮轮等，转型为
与维多利亚港类似的职能。这样原油、矿石泄漏等潜在的风险，不会危害到青岛
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

走进码头，最直观的感觉是庞大。由钢铁与水泥筑成的港口，如同一部实景
的好莱坞大片，卸船机伸出四条长臂，垂下的抓手正在有序地为一艘巴西来的30
万吨级货船卸货。

在轰鸣声中，青岛港有限公司董家口分公司经理曹方良大声告诉记者，董家
口码头有两个世界最快的卸船机，一抓手就能运走80吨铁矿石，眼前这艘满载的
船只需40小时就能卸完。

曹方良说，保守估计，现在一小时至少能卸下1万吨铁矿石。而这，就是世
界最快速度。

青岛开发区大事记

1984 年 ， 国
务院批准设立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
规划面积 15 平方
公里，是最早一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

1985 年，开发
区正式动工兴建。

1989 年 ， 国
家科委批准同意青
岛市在青岛开发区
内建立新技术产业
开发试验区。

1992 年，山
东省、青岛市先
后决定，将青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
扩展到原黄岛全
区，并实行两区
体制合一，总面
积159平方公里。

1996
年，经区划
调整后，全
区总面积扩
大到 217.3
平方公里。

2001 年，青
岛市人民政府做
出将青岛经济发
展重心向青岛开
发区全面转移的
战略决策，并赋
予其一系列加快
发展的权限。

2003年，山
东省、青岛市决
定将原胶南市
红石崖镇划归
黄岛区，全区总
面积增至274.1
平方公里。

20062006 年年，，国国
务院正式批准在正式批准在
青岛经济技术开技术开
发区内设立国家
级青岛西海岸出
口加工区，规划
面积2平方公里。

2012年，
原 青 岛 市 黄
岛 区 与 胶 南
市合并，设立
新 的 青 岛 市
黄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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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一个青岛港，再造一个青岛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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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 董 家

口 码 头 外 围 开
车 一 路 行 驶 ，
尽 管 路 两 侧 绵
延 数 公 里 都 是
矿 堆 ， 但 在 高
耸 的 绿 网 之
外 ， 路 旁 树 木
郁 郁 葱 葱 ， 春
末才绽开的樱
花 映 入 眼 帘 。
在卸铁矿石的
码头上，地面
干净整洁，碧
绿 的 海 水 之
上，十几只海鸥在附近翱翔。

这里的环境，与寻常所见的码头、堆场大相径庭。
“别的港口都找不到干净地方走路，董家口这里却

是鲜花怒放，这就是循环经济最直观的体现。”因为常
年住在码头，曹方良在风吹日晒之下皮肤黝黑，他掰着
指头算起了这里的循环经济账。

董家口码头之所以干净，除了密封性好，还因为长
期用循环水冲刷。长江上的船过来后，将本来会直接倒

进海里的压舱水，排到可容
1万立方米的收集池中，冲刷之
后到排水沟沉淀，再循环利用。

董家口的花之所以盛开，是因为
这里上了“抑尘网”与“珍珠垛”这两
重保险。抑尘网高达 20多米，每 1米长
造价上万，曹方良说，他们已经修了至
少 1 万米。珍珠垛则将每个矿煤货垛紧
紧地盖住，密封良好。

“这么大的港口，你几乎看不到我
手下的人”，曹方良说，信息化使得这
个港口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而在矿石的运输上，从船上抓下来
开始，就运到封闭的管道上由皮带传
送，也确保了不会污染环境。沿着传送

管道，就能抵达正在集体迁移至董家口的青岛钢铁集团。
青岛钢铁集团正在全力建设新厂，在这片9000多亩

的工厂上，青岛市政府决心投入 163 亿元。工程师出身
的青岛钢铁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铁牛，说起青
钢搬迁后的循环经济举措，一脸自豪。

在新工厂中，一般钢铁厂都会浪费掉的高炉顶压被
用来发电，既解决了噪音问题，其发的电也能满足生产
需要的 60%到 70%；各个生产环节产生的尘中都含铁，

在
收 集
起 来 后 ，
运到综合原料厂
再加工；钢铁厂不设
与大海相通的排废水管道，
而是将水循环利用；整个工厂里都
用皮带封闭传送，没有了传统钢铁厂中汽车、拖
拉机轰鸣的场景……

刘铁牛一口气列举了七八项，在他的分析中，这
些都是既具有社会效益，又具有经济效益的，“我们正
在以此改变人们对于钢铁企业的认识”。

除了像港口和钢铁集团这样的内部循环经济外，董
家口的顶层设计中，产业间、区域间、公用设施等均亦
构建了循环经济体系。以产业间循环经济体系为例，将
可共享资源和互换产品的上、中、下游产业集聚在一
起，形成可以相互依存的企业群体。

用封洪海的话说：“我这里都是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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