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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毕业来到广州加入引航队伍，10 年前的那次
引航令汪伟终生铭记。

2006年7月18日，瑞典仿古帆船“哥德堡”号抵
达广州，瑞典国王夫妇随行来访。当天中午，当“哥
德堡”号成功停靠南沙港区时，汽笛拉响，礼炮轰
鸣。“作为引航员登上‘哥德堡’号，我心里非常激
动。”汪伟表示，自己很高兴能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18世纪中叶，在刮起“中国风”的欧洲，充满传
奇色彩的“哥德堡”号开始驶向遥远的中国，先后完
成两次远洋航行，带回瓷器、丝绸和茶叶等大量中国
货物。第三次航行时，“哥德堡”号在抵达哥德堡港
口时船身倾斜，沉入海底。

时隔260多年，瑞典人花费10年时间精心打造的
仿古船，途经西班牙、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及新
加坡，再次访问广州。这份时隔数百年的问候，映照
着广州千年古港对外交流的历史荣光。

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呼唤合作的时
代，广州港的海外“朋友圈”越来越大。7月7日，广
州港与德国汉堡港正式签署友好港协议书，东西两大
古港历史性牵手。至此，广州友好港已增至33个，遍
布全球五大洲。

“南沙港区的先进设施以及广州港的国际化水平
让我们十分震撼。”德国汉堡港大中华区代表田安妮
表示，希望与广州港共享“智慧港口”经验，进一步
打造汉堡港“海上丝绸之路”枢纽港的地位。

记者从广州港务局了解到，广州港目前已与各友
好港建立了适宜的合作模式，包括互设办事机构、开
辟港口间航线、为双方港口相关企业搭建平台、把双
边合作从港口扩散至所在城市和地区等。除此之外，
广州港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合作建立的广州安特卫普
港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为“一带一路”上的港口
提供技术、人才、培训等多方面服务。

链接▶▶▶
广州港的友好港（33个）

美国巴尔的摩港，美国洛杉矶港，澳大利亚悉尼
港，加拿大温哥华港，美国圣地亚哥港，意大利那不
勒斯港，南非德班港，菲律宾马尼拉达沃港，新西兰
奥克兰港，日本福冈博多港，瑞典哥德堡港，韩国仁
川港，巴西苏阿普港，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爱沙尼亚
塔林港，中国台湾高雄港，意大利奥古斯塔港，印尼
泗水丹戎佩拉港，西班牙巴塞罗那港，西班牙塔拉戈
纳港，科威特港，土耳其伊兹密尔港，印度蒙德拉
港，英国布里斯托港，塞内加尔达喀尔港，法国波尔
多港，马来西亚巴生港，泰国林查班港，俄罗斯圣彼
得堡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美国萨凡纳港，美国纽
约新泽西港，德国汉堡港。

千年广州古千年广州古港港 筑筑梦国梦国际航运际航运
本报本报记记者者 高高 炳炳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之一，千年广州港的历史变迁书写着一部波
澜壮阔的航海史。穿越时空，当下的“国际
航运枢纽建设”承接千年传奇与使命，为活
力与热情的港城添入几分厚重的韵味。

展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州航运中心，
向历史致敬，与梦想为伴，促世界相连。

1988 年，刚从大连海事大学毕业的汪伟南下广
州，成为一名引航员。这位来自安徽桐城的青年人
一做决定，便让自己的人生路径定位在南国海港，
一转眼就近30年。

坐在记者面前，当年的毕业生已不再年轻。谈
起这份职业，身为广州港引航站站长的汪伟幽默风
趣。“现在，我国的大熊猫超过1800只，而全国的引
航员也仅2200多人。”

几十年来最让他感到光荣的，是以引航员的独
特身份与视角，参与广州千年古港的历史，触摸中
国改革开放的脉搏。

2000 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从广州、徐闻、合浦
起航至印度的南海航线，便是我国海上重要的“丝
绸之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
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
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
线，为世界人民带去了美丽的丝绸、精致的瓷器。

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
面，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 3条航线。
在 2000多年的漫漫历史中，相对其他海港，广州被
称为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引航是一个集专业和风险于一身的神秘行业，
是水上国门形象第一人。”谈起老本行，汪伟表示，
广州港引航的历史萌发于清朝，在百年发展历程
中，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鸦片战争前，广州就有“带水”这个行业。清
朝“一口通商”时期，许多到中国做生意的外轮不
熟悉珠江航道，必须请人引航，俗称“带水”。“带
水佬”需要多年经验，且“只传子侄，不传女，不
传外人”，后来李、邓、黄、张 4个姓氏便垄断了广
州地区的带水行业。据介绍，“带水佬”有家族式的

“职盛引水工会”，其公章分成4瓣，四大家族各持一
瓣，同时盖章方才有效。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于
1938年10月沦陷，往来广州的轮船全部停航，“带水

佬”全部失业。
引航百年运，与国共荣辱。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政府收回引航权，取消了自由引水制度。广州的
引水业务由广州港政部门统一管理，解放前留下的
20多名“带水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引航员。

“引航是国家主权的一种宣示。”汪伟告诉记
者，进入广州的外国船只须挂起申请引航的“G”
字旗；同意引航后，又须挂起红白双色的引水旗和
五星红旗。“那些饱历沧桑的新中国第一代领航
员，身着制服登上外国轮船，代表祖国行使领航
权，心中自豪感肯定油然而生。”

上世纪 80 年代，汪伟加入了引航队伍。“这个
职业的专业性和风险性都很强，在珠江繁忙的航运
中，引航员需肩扛担当与责任。”汪伟说，30 年
间，能亲眼见证改革开放后蓬勃成长的广州港，特
别有意义，“现在航运发展的盛景，30 年前根本无
法想象。”

“就在咱们现在坐的地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
是旧码头、大排档。”在沿江东路港口中心会议室里，
广州港务局副局长袁越向记者描述改革开放初期的
情景。顺着窗户望去，珠江之畔高楼林立，映照着广
州过去几十年峥嵘岁月里拼搏的痕迹。

去年底，广州“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对外发布。
在这一战略布局中，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
纽、国际科技创新枢纽“三大战略枢纽”，明确了广州
优化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在三大枢纽建设中，依托
广州港、南沙新区的航运枢纽建设，成为这座千年港
城的新动力。

在国际航运中心港口建设中，以黄埔港区为代表的
老港区以“转型升级”为发展思路；以南沙港区为代表的
新港区则擘画蓝图，壮志满怀。据介绍，在黄埔老港，洪
圣沙码头已停止煤炭储运，转为木材运输；“保利鱼珠港”
以及“华南国际港航服务中心”等项目也吸引航运物流、
海事服务、航运咨询等服务机构落户黄埔，为航运综合
服务区添砖加瓦。

与此同时，新港区的“南沙速度”令人啧啧赞叹。
跨洋货轮泊入南沙新港，集装箱装卸发出阵阵轰鸣，
卡车满载货物驶向保税仓……日前，记者来到南沙新
区集装箱码头、龙穴岛口岸，透过眼前的繁忙景象，便
能真切感受到广州南沙航运发展跳动的脉搏。

如今，南沙港区拥有万吨级泊位59个、10万吨级
以上泊位 30个，可靠泊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船
舶；进出港主航道浚深至-17 米，满足 15 万吨级船舶
通航能力。在塔吊林立的火热建设中，南沙港航基
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在南沙注册
的企业数量大幅上升，截至 2015年底，南沙区新增航
运相关物流企业 1066 家，是自贸试验区获批前总数
的3倍。

今年以来，广州邮轮经济“井喷式增长”令人眼前一
亮。依靠华南地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航运港口
中心的巨大优势，国内外邮轮巨头纷纷以南沙港区作为
母港抢滩进驻。今年1至7月，广州港的邮轮旅客吞吐
量达20.5万人次，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皇家加勒比

海洋赞礼号、歌诗达邮轮幸运号等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开
通南沙母港航线。

数据显示，2015 年，广州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5.21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1762 万标箱，港口货物和集
装箱吞吐量均位居全球港口前 10位。在闪亮的数字
之下，广州用高效的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来护航国际航
运枢纽的蓬勃发展。

在 153公里长的广州港出海航道上，调度指挥中
心负责船舶进出港调度安排，确保船舶安全、有序，提
高航道利用率。2015年10月，集装箱船“马士基勒布”
因主机故障在海上漂泊5天，广州“南海救116”赶在台
风到来前，把“马士基勒布”拖至珠江口桂山锚地，等
候下一步救援。暂时脱险的“马士基勒布”轮向广州
港正式提出救援请求。经过救援，“马士基勒布”轮于
2016年2月安全离港，对广州港的救援行动表示赞许
和感谢。

与此同时，珠江航运指数、航运产业基金、智慧
型国际航运枢纽“单一窗口”等航运公共服务，也在
广州航运枢纽建设中迈入“快车道”。硬实力展示

“广州速度”，软实力彰显“广州温度”，已成为这座千
年古港新时代蝶变的精彩写照。

日前，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建设枢纽型
网络城市，为千年港城的未来发展描绘出更加宏远
的蓝图。有专家认为，未来的广州不仅要加强交通
网络建设，还包括信息网络、产业网络、创新网络、
人才网络、生态网络等各方面建设；以珠江水系为
脉络，优化广州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空间结构，塑
造依山、沿江、滨海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加快城市
副中心南沙的建设。作为航运枢纽的广州，将在

“枢纽型网络城市”布局中绽放新精彩，千年风景且
看远方。

友好港口遍邀五洲宾客

航运枢纽建设如火如荼

千年古港见证时代变迁

1919世纪初的黄埔古港世纪初的黄埔古港 （（象牙油画象牙油画））

珠江鸟瞰 摄于1919年珠江鸟瞰珠江鸟瞰 摄于摄于19191919年年

黄埔港区黄埔港区 摄于摄于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年代

西堤码头西堤码头 摄于摄于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年代

英国女王游艇停靠广州港英国女王游艇停靠广州港 （（黄埔集装箱码头黄埔集装箱码头））
摄于摄于19861986年年

台湾—广州直航班轮首航南沙港区台湾—广州直航班轮首航南沙港区 摄于摄于20082008年年

西堤客运站西堤客运站 摄于摄于19941994年年

港湾广场新貌 摄于2011年港湾广场新貌港湾广场新貌 摄于摄于20112011年年

南沙港区南沙港区南沙港区

繁忙的广州港繁忙的广州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