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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张聪

冬日暖阳下，一条底宽60米的人工运河欢畅
流淌在平畴绿野之间。从荆州龙洲垸到潜江高石
碑，全长67.22公里的江汉运河形成车在堤上跑、
船在河中行的独特景观。

2014年9月，江汉运河建成通航。作为千吨
级黄金水道，江汉运河沟通长江中游和汉江中游
航运，不仅缩短船舶绕道武汉的水运里程680公
里，而且形成一条环绕江汉平原、内连武汉都市圈
的810公里千吨级黄金航道圈。

江汉运河通航10年以来，通航船舶6.2万艘
次、运输货物3000万吨。

货畅其流
降低六成物流成本

在荆州龙洲垸，江汉运河形成喇叭形的入江
口。穿过造型各异的跨河桥梁，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乘船进入长江停靠过驳基地。它专为长江的大
船货物转运小船，方便经江汉运河进入汉江而建。

浮式起重机“抓”起大船的硫铁矿，装进旁边的
散货轮船舱。一旁的基地负责人赵东东介绍，5000

吨的大船分装5艘千吨小船，再分别驶入江汉运
河，转入汉江抵达荆门钟祥等地。“相比从武汉走汉
江，每趟船能节省油费7000多元，行程减少两天。”

物流群因江汉运河由分散转向集中，物流效
率和效益提升。钟祥市阳光船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周志明算账，以钟祥到荆州为例，如果走公路运输
砂石料每吨成本35元左右，而走水运每吨仅15
元，降低六成物流成本，去年公司运输30万吨就
降低物流成本600多万元。

从500吨级船舶到千吨级船舶，从散货船到
集装箱船，10年见证水运巨变。江汉运河常年通
行千吨级船舶，目前，通航货物涵盖建材、矿石等4
类50个品种，航线辐射长江、汉江，延伸到湘江、
珠江等流域。

一键申报
船舶平均40分钟过闸

重达三四百吨的三角门船闸缓缓开启，“安达
0098”散货轮通过龙洲垸船闸。“以前每过一个船
闸，都要坐小船去趸船申报，现在好了，只需下载
一个App可远程一键申报。”53岁的船长齐新江
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

以前，汉江中上游船闸因运行管理单位不同，

过闸系统相互独立，形成信息孤岛。为此，省交通
运输厅推动已建成船闸过闸数据库、过闸调度系
统的整合。

2021年9月，随着“e船畅”App在汉江及江
汉运河沿线5座船闸上线，实现一键畅行5座不同
主体运营的船闸，船主只需简单操作手机，即可快
速完成过闸申报手续。目前，“e船畅”App注册
船舶2536艘、注册用户3358个、下载量6379次，
服务保障通航船舶46647艘次、24169闸次。

江河交汇、水流湍急，如何保障安全行船？红
色“水上堡垒”来支招。江汉运河与长江交汇水域
有关港航、海事等单位成立党建联盟，联合发布船
舶航行操作指南，进出运河口的小型船舶与长江
干线船舶，因拐角盲区发生碰撞的风险降低70％。

最繁忙的时候，日均通航船舶90多艘次。船
闸管理所坚持做到当日待闸船舶清零。目前，运
河船舶单闸通过时间平均每闸次40分钟，运河内
单次通行时间仅需6小时，有效减少通航船舶运
输时间成本。

向绿向新
一年减碳近3000吨

岸上绿树成荫，碧水江鸥翱翔。行走江汉运
河堤上，可见航道桥柱灯由光伏板发电提供能
源。据悉，江汉运河实现67公里航道桥柱灯、电
子监控等助航设施太阳能供电全覆盖。在靠船墩
上，全部安装风光互补路灯。

这是江汉运河追新逐绿的缩影。据统计，目
前江汉运河航运因缩短航路、提高运输效率等因
素，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3000吨。

全线推进智能航运。随着江汉运河智能航运系
统建成，全线实现AIS信息采集与分析、北斗定位、
船舶交通流量检测等功能，可进行航道风速、水文、
通航等状况分析，完成全线水域感知、电子化监控。

联通内河水运体系的运河，是绿色发展的大
通道。充分发挥江汉运河自然禀赋，未来，江汉运
河将通过长江，与湘江、湘桂运河、桂江、西江、平
陆运河相通贯，形成南北向的水运便捷大通道，为
湖北增加新的水上出海口。

10年通航船舶6.2万艘次

江汉运河助力物流成本降六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葛铁

城市轨道快速成网、私人汽车加速普及、共享单
车融入生活，人们的出行方式发生明显变化。

在客运量下降的背景下，城市公交如何求生存？
襄阳市的答案是，发展定制公交，服务跟着需求走，让
乘客“乘”心如意，既带来了口碑，又增加了效益。

11月15日，临近放学，20辆公交大巴早已整齐
停靠在襄阳高新一中门口。下课铃声响起，2000多
名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有序登车。初二学生卜家祺
是其中一员，他乘坐公交车的司机刘青林平稳发动
车辆，驶往10公里外他的家——大桥村。沿途停靠
5个站，下车时，刘青林都会提醒学生不要遗漏物品。

这是襄阳市为解决偏远学生上学行路难而设立
的定制公交。

位于襄阳市高新区珠海大道旁的高新一中，学生
家多在周边乡镇，上学路途较远，交通不便。2021
年，该校与襄阳市公交集团对接，开通定制公交，每天
清晨从周边5个方向开往学校，下午再送学生回家。
该校校长张海波称，定制公交不仅解决了家长接送孩
子的难题，还缓解了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问题。

出校门、上公交车、进家门，这样的无缝对接成
为襄阳公交的一个亮点。目前，襄阳市公交集团已
开通40多条学生定制专线。在襄州二中，八成以上
学生家住周边乡镇，距学校10公里以上，最远的黑
龙集镇单程距离就有60公里。每逢放假，偏远地区

学生如何平安归家返校，都是学校和家长头疼的难
题。开通的定制公交采取大站快运模式，学生在校
内上车，点对点直达家门口。

定制公交不仅聚焦学生，还关注企业。
今年3月，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搬迁，生

产车间从位于人民路的老工厂搬至位于伙牌镇的新
园区，老工厂至新园区单边距离30公里左右，而员
工基本上住在老厂附近的家属院，上下班极不方
便。得知这一信息，襄阳市公交集团六分公司主动
与企业沟通，勘测路线，很快开通定制公交，员工从
家门口到厂区仅40分钟。

“对企业来说，省去了买车或租车、养车、养人的
费用，所以对公交车当通勤车很欢迎。”襄阳市公交
集团六分公司负责人梅竹介绍，目前该公司已开通
定制公交线路86条。

通过进校园、企业、社区、医院等，襄阳定制公交
去年营收突破7000万元，占襄阳市公交集团总收入
的三分之一，弥补公交线路运营亏损。

“发展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随着
市民出行方式多元化、个性化，公交企业也应紧盯市
民出行需求变化，创新拓展定制公交业务，提升自身
造血能力。”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湖北贯彻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政
策引导、财政支持等方式探索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
做法。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近日评选武汉、襄
阳、宜昌等地的6个城市公交优秀案例予以推广。

服务跟着需求走，让乘客“乘”心如意

襄阳“定制公交”
一年创收7000余万元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赵超

全县，是湖北省“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8个乡镇，有一半是省级“四好
农村路”示范镇。

嘉鱼县这份罕见的荣誉，背后是
“四好农村路”支撑起的蔬菜长廊、香
柚大道，让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
振兴路越走越宽。

11月14日，长江边的潘家湾镇
满目青翠，万亩蔬菜一望无垠。五六
米宽的沥青路笔直开阔，向菜地铺
开。眼下是蔬菜采摘季节，沿着蔬菜
大道，村民开着农用车，忙着采摘、修
剪、装筐、搬运。

沿着田埂走进菜地深处，甘蓝舒
展，层层绿叶沐浴着阳光。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看到，每隔几十米，还修建
了一个斜坡，方便村民运输甘蓝。“今
年收成好，种两季可收入5000元。”
村民叶强华边说边将甘蓝装袋，捆成
50公斤的大包。

潘家湾镇蔬菜大道全长约10公
里，贯通潘家湾村、肖家洲村、四邑村
等主要蔬菜基地，是潘家湾镇蔬菜外
运的主要通道。嘉鱼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聂东介绍，2020年，县里投资
1400万元对该路提档升级改造，将

原路面从3.5米拓宽至5.5米并刷黑。
阡陌纵横的蔬菜大道不仅变宽，

而且增添新功能。2021年，嘉鱼县
投资56万元修建肖家洲蔬菜长廊驿
站。站在四角凉亭——振兴亭前，四
周不仅有景观石、桂花树、庭院灯，还
有停车位和公厕，不时有游人来此拍
照打卡。肖家洲村党总支书记蔡建
红憧憬着新希望：“有了好路，合作社
平均每公斤蔬菜降低物流成本6分，
我们也准备打造四好蔬菜品牌。”

乡村振兴，因路而兴。
在高铁岭镇八斗角村，崭新的沥

青路环山蜿蜒，路边的香柚树漫山遍
野，采用滴灌工艺，树苗已有半人
高。“刚来这里投资时，一片荒山，连
路都没有，心里凉凉的。”香柚基地负
责人左爱环说。2021年，嘉鱼县投
资2.8亿元，建成27公里长的东吴大
道，堪称豪华版的农村公路，最宽的
路面达12米，串联起湖边的果蔬观
光带，这让左爱环增加投资信心。如
今，湖南的香柚在嘉鱼扎根，种植面
积达2500亩，将于两年后进入丰产
季。

目前，嘉鱼县农村公路总里程
2136.9公里，双车道占比超过50%，
一条条生态产业路、景观路、旅游路
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振兴路串联果蔬观光带

嘉鱼4个乡镇踏上省级示范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潘庆芳 薛建成

11 月 18 日，从宜昌东站出站
后，武汉游客贾超左转沿着廊道步
行，几分钟到达宜昌市客运中心站。
他在自助售票机上买了一张到宜都
的车票，旁边的站务员徐梅提醒他，
到宜都是城际公交，流水发班，客满
就走。贾超来到候车区，登上一辆新
能源公交车，去宜都三峡千古情游
玩。

在车站新增的旅游柜台，36岁
的刘丽萍正在咨询旅游线路，她和母
亲一起去“两坝一峡”旅游。“您可以
坐城际公交直达坝区，也可以跟团，
还可以坐车到港口坐船。”站务员沈
璐瑶向她推荐3个方案，最终刘丽萍
选定了心仪线路。

今年以来，宜昌“两坝一峡”、长
江夜游持续火爆，三峡枢纽河段客流
高位运行。国庆期间，三峡升船机通
过旅客2.4万人次，同比增长31%。

“车站成立旅行社，让客运和旅游无
缝衔接，成立才4个多月，已服务游
客300多人，营收突破100万元。”客
运中心站副站长孟野介绍。

景区介绍、线路推介，在宜昌市
客运中心站，随处可见旅游元素。作
为湖北省道路客运龙头企业，宜昌交
运集团客运公司面临客运市场萎缩

难题。为此，该公司探索交旅融合，
打造“客运场站+旅游集散”“道路客
运+景区旅游”“道路客运+水上旅
运”三大服务模式。

目前，宜昌交运集团新增13条
旅游直通车，覆盖该市所有 5A景
区，旅客下了火车，即可直达景区。

“宜昌水运旅游丰富，我们通过新增
城际公交线路，覆盖旅游码头，采取
公车公营模式，不仅水陆联运，还降
低票价，特别受年轻自由行的群体青
睐。”孟野说。目前，水陆联运的“交
运与峡江荣耀”联程运输品牌，入选
交通运输部32个旅客联程运输服务
品牌的典型案例。

这是省交通运输厅推进客运
站+旅游服务的一个缩影。该厅推
进运游融合，支持汽车客运站改建、
扩建，升级为城市旅游集散中心，为
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用车等服
务。同时，倡导各地开展车票+门
票+景区直通车、旅游小包车、定制
化预约司机导游等，帮助旅客快速获
取旅游出行信息，共同打造一体化的
交通旅游服务产品。

“希望多一些像宜昌交运集团这
样的企业，以旅客运输服务为核心，
具备集道路客运、水上客运、旅游客
运、客运港站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客
运服务能力。”省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

宜昌客运站水陆联运直达景区

湖北日报讯（通讯员潘庆芳、向
安芹、陈艳君）11月19日，五峰土家
族自治县外环线上的茶乡驿站引人
驻足，候车亭、停车场、卫生间、充电
桩等一应俱全，紧邻茶乡驿站的湖北
常乐茶业有限公司，品茶、买茶的客
人不断。“茶厂要发展，交通便利是关
键。茶乡驿站不仅方便客人停车休
息，而且带来了人气和财气，还带动
了当地茶农增收。”公司董事长沈小
波说。

茶叶，是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名
片，交通如何服务茶叶经济？五峰交
通运输部门结合美丽国省道创建，在
351国道五峰段沿线，联合供电公
司、茶企茶商等单位，采取共同缔造
方式，建成集充电、停车、休息、售卖

等功能于一体的“茶乡驿站”7处。
在351国道五峰段茶乡驿站，为茶企
茶农开辟新的增收渠道，成为连接交
通、旅游与农业的桥梁。公路部门与公
路沿线的茶商茶企紧密合作，为游客提
供品味五峰好茶、享受旅途小憩的舒适
空间，带动当地特色农产品销售。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局长张忠华称，打造的茶乡驿站中，
还在装饰风格上融入土家族的文化
元素，展示五峰茶叶的种植、加工及
品鉴知识。此举让游客在品味茶香
的同时，也能了解五峰茶文化的深厚
底蕴。此外，茶乡驿站的停车场、卫
生间等保洁由茶企负责，确保公益服
务不打折扣，也为公路便民服务添加
新亮点。

五峰“茶乡驿站”引客来

11月22日，呼北高速宜昌安福寺服务区人头攒动，机械集结，今年湖北公
路领域最大规模的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联合演练举行。现场模拟雨雪
冰冻环境，交通中断，湖北交投宜昌运营公司等单位迅速响应，通过无人机空
投物资、多功能作业车作业等科技手段开展除雪融冰作业。50分钟后，演练
圆满结束。

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人点评，本次联合演练展示了运行监测、信息处
置、调度指挥、决策支撑等功能，指挥调度一张网、应急力量一张图，为防范应
对各类灾害提供有力借鉴。 （湖北日报通讯员 潘庆芳 王勇 摄）

大练兵 锻造冰雪救援真功夫

襄阳学生公交专线受欢迎。
（湖北日报通讯员 杨东 摄）

千吨货船驶过江汉运河船闸。（受访者供图）

江汉运河
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