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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江干流恢复 500 吨级船舶正常通航，闽江航运事业和临港产业正
在顺利推进，闽江“黄金水道”迎来了焕发新动能的新契机。

毋庸置疑，“黄金水道”蕴藏着深厚的经济价值。然而，“黄金水道”焕
发新动能，除了要发挥其经济效益，也应深入展示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内
涵。毕竟，闽江不仅是拥有一江清水的母亲河、航运发展生生不息的“黄
金水道”，也是一个承载福建人文化精神的象征符号。

国际上许多著名的大江大河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文旅品牌，闽江
同样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底蕴支撑其品牌建设。闽江两岸历史悠久，除
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人文资源也丰富多彩，既有见证沧桑历史
的古迹、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还有众多名人典故……可见，闽江文旅

品牌值得打造。
打造闽江文旅品牌，除了继续挖掘和开发流域的文化旅游资源，最

重要的还是打响其知名度，吸引各方游客来见证她的魅力。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打响其知名度？譬如，影视作品的宣传带动

就不容小觑：电影《云水谣》让更多人对南靖土楼充满了向往，电影《后
会无期》使东极岛一度成为游客们的打卡胜地，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繁
花》让上海的黄河路成为众多粉丝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点……今
后，可吸引优秀的影视制作班底，前来闽江流域的城市或景区拍摄，通
过影视作品的传播展现闽江流域的文化元素和讲好闽江流域的故事，
打响闽江文旅知名度。

闽江文旅品牌值得打造
□本报记者 许可欣

江涛起伏，见证沧桑变化

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历史上就是连接古代
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舟船云集、百舸争流，沿江
地区的木材、茶叶、粮食等物产，经由闽江运往沿
海地区，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国。

闽江的航运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位于闽江上游西溪与建溪汇合处的南平港，是闽
北、闽西各县水运货物的集散吐纳口及通往福州
的门户，也是水陆联运的枢纽。闽江水系赋予地
区有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以延平区为枢纽的南
平地区港口群。

在唐宋时代，延平港口就已是“舟车辐辏、物
阜人彩、省门以北、无以为比”的内陆港埠。

1939 年，延平延福门建起简易轮船码头；抗
战时期，海运受阻，闽江内河水运日益重要、迅速
发展，成为抗战物资运输的大动脉；解放战争时
期，地下党员通过闽江“红色地下航线”，将战略
物资和情报从福州送到南平的游击队，为解放福
建作出重要贡献。

闽江的航运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航务工程部门对延福
门客货码头进行了扩建；1956年，西溪右岸、南平
火车站下游 900 米处新建了水南货运码头和货
坪，并开辟水南至延福门航道，使这一带成为南
平港一个新的中转作业区。

在公路、铁路尚未发达的情况下，闽江水运
地位迅速上升，闽江成为城乡物资交流和军需运
输的主要通道。

福建是全国南方重点集体林区，闽北地区山
林繁茂，是重要的木材产地，闽江成为闽北地区
木材外运的“天然高速路”。

吴禄兴是闽江上的一名老排工，尽管已经过
去多年，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闽江放排运
送木材的经历还是记忆犹新——

当时，他们将砍伐收拾好的木材用竹钉、竹
篾捆扎成排筏，再由排夫操驭，从南平顺江而下
运至福州，这种独特的“扎排筏运”运输方式非常
经济高效。

他们将 2000 多立方米的木材绑扎在一起，
组成一个大排，宽度达二三十米，长度甚至达上
百米。每张排上的放排工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
带上干粮米面，江中直接取水，吃住都在排上，工
作环境很是艰苦。

后来，受航道条件等因素影响，闽江航运开
始衰退。改革开放后，省委、省政府针对闽江航
运衰退的情况，对重点航道进行治理，改善部分
航运状况，但闽江水上运输仍然发展困难。

“以前，闽江上航行的船舶都比较小，上世纪
80 年代以木质船为主，90 年代出现钢质船，木质
船就慢慢退出舞台。以前，船舶吨位只有 30～50
吨，最大也不会超过 100吨。”从事航运工作 30余
年的福州水口水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友品说，“早
期航道还比较畅通的时候，大概 80 年代，当时从
南平运下来的货物，主要包括木头、粮食、毛竹和
矿石等；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都是矿产品。”

闽江上的老船长林增瓯也见证了闽江航运
的兴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江上大小船只络绎
不绝。但从 90 年代起，受碍航闸坝、通航条件恶
化等因素影响，闽江航运大幅萎缩，江上船只日
渐减少，尤其是到福州的船几乎看不到了。

新世纪后，闽江上游来砂量减少，水口坝下
河段受采砂等因素影响，河床水位下降严重，水
口电站船闸和升船机可通航天数大幅下降，船舶
大部分只能区间通航，闽江航运逐渐萎缩。特别
在 2011 年，船闸和升船机通航天数分别仅有 47
天和 46天，过坝货运量仅 22.50万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闽江航运开发，2015年5
月，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加快推进闽江
航运开发的工作任务，明确提出闽江航运发展目
标；同年，总投资约27亿元的福建闽江水口水电站
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通航改善工程开工建设。

2019 年 3 月，南平港延平新城港区洋坑作业
区码头工程开工建设；2021 年 10 月，福建闽江水
口水电站枢纽坝下水位治理与通航改善工程一
线船闸首次试通航……

2022年 12月 18日，南平港正式开港，迎来新
生。当天，随着“武夷 2 号”新能源集装箱船鸣笛
驶离南平港延平新城港区洋坑码头，标志着闽江
干流恢复 500 吨级船舶正常通航，同时开启了我
省内河集装箱运输的新时代。

近日，“闽江 1号”在历时 4个月建造后，顺利
抵达南平港交付，待条件具备后即可投入运营，
也将成为闽江航运史上运力最大的船舶。

日前，“闽江母亲河·千年航运兴”大武夷系
列行动成功举办，闽清、古田、尤溪、延平四地共
商闽江保护与开发，开启联合巡护行动新篇章；
多个单位启动闽江航运事业发展山海协作，通过
多方共建，共同推动闽江航运经济繁荣发展。

闽江作为“黄金水道”，连接山海，涛声再起，
并且继续迈向流域生态协同保护、临港产业、文
旅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台阶。

生态优先，绘就水美画卷

走出延平站，映入眼帘的就是波光粼粼的闽
江水，犹如蓝丝带一般，清晰地倒映着江上的成

功大桥和江畔的建筑物。
“近年来，大家一起努力保护闽江生态环境，

水更清了，母亲河也拥有了更高的颜值。”延平区
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洪璇感慨道。

延平区夏道镇素有闽江源头“第一镇”之称。
近日，延平区河长办联合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的学生们，沿着夏道镇徐洋溪，开展了巡河护河
行动。

洪璇告诉记者，2023 年 3 月，延平区河长办
为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颁发了护河志愿聘书，
形成长期合作的关系，在学生放假期间，开展常
态化的巡河护河行动。“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岸边
的垃圾越来越少了，河道水质也得到大大提升，

‘四乱’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
近年来，闽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就像接

力赛一样，从未停歇：2018年，闽江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被列入全国第二批试点；
2021 年 2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出台《深入推进
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福 建 省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中 心 主 任 刘 建
介绍，通过加强源头管控、实施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做法，2023 年，
闽江流域Ⅰ~Ⅲ类水质比例 100％，较 2004 年提
升 17％。其中，Ⅰ~Ⅱ类水质比例 88.1％，较 2004
年提升 38.1%。

“希望接下来在更高的起点上同步推进闽江
流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特别是实现从以
水环境保护为重点到以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

‘三水’统筹的水生态环境保护转变。”刘建表示。
闽江是福建人民共同的母亲河，守护好这一

江清水，是闽江流域各地必须肩负的责任与担
当。

2023年，南平市以富屯溪流域（光泽县、邵武
市、顺昌县、延平区）和建溪流域（武夷山市、建阳
区、浦城县、松溪县、政和县、建瓯市、延平区）为
单元，建立两个跨区域跨流域协作区，联合开展
巡河护河行动。

闽江水口库区位于闽江干流中段，是重要的
水源地、闽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重要的移民区；库区涉及区域广，水口水库坝址
控制闽江流域面积的 86%。因此，库区的水生态
治理，对闽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2023 年 6 月，闽江水口库区涉及区域延平、
闽清、古田、尤溪四地的检察机关，共同签订《关
于建立闽江环水口库区公益诉讼和生态检察跨
区域协作机制的意见》，共筑闽江流域生态安全
司法保护屏障。

近日，四地合作又进入新的里程碑：延平、闽
清、古田、尤溪四地发布闽江保护与开发联合宣
言，开展四县区联合巡护行动。

“当前，要持续关注闽江水口库区生态环境仍
然面临着的诸多挑战。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修复
保护方面，突出抓好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等；在水环
境治理修复方面，优化畜禽养殖空间布局、做好养
殖网箱综合整治、开拓水产养殖转型升级新路、持

续开展库区水葫芦及垃圾清理行动等。”针对水口
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福建省水土保持学会理事长
阮伏水表示，今后应继续做好这些工作。

产业兴起，释放强劲潜能

2022 年 12 月，闽江干流的复航，打开了闽北
地区的出海门户，也打开了闽北地区产业发展的
新路。自 2023 年 2月实现集装箱班轮航线常态化
运营以来，截至今年 2 月底，南平港已累计开航
236 航次，往来运送标准箱 3906 个，港口累计吞
吐量 71826吨。

南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肖文介绍，南平
港开港一年多以来，港集疏运体系逐步完善：
2023 年 5 月，启动千吨级船队建造工作，一期投
资建造了 5 艘千吨级货船；7 月，铁路专用线堆场
完成建设，具备铁水联运条件；12 月，部分港后
仓库完成建设，仓储周转能力得到提升……有力
促进了闽江航运加快振兴，也将进一步服务临港
产业发展。

据悉，在南平港运力保持增长的同时，港区
配套设施——南平港智能云仓一期、大洲铁路专
用线集装箱堆场已建设完成，以南平港为核心的

“公铁水”多式联运物流发展框架基本形成。“我
们还自建千吨运输船队，自备了超级正面吊、物
流周转箱等服务设备。”肖文说。

除了港区项目建设，园区把握闽江复航机
遇，先后出资组建围绕临港开发建设的市场化经
营公司，搭建起以物流业务为核心的南平临港国
资综合业务体系。

福建易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南平工
业园区管委会组建的国资物流公司。闽江复航
后，在各方的支持下，易鹿供应链公司先后打通
南平港“北粮南运”“南竹北运”等水运物流通道，
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物流成本。

易鹿供应链公司总经理金忠表示，近期建设
项目包括：新能源重卡项目、南平十县区循环货
运班车和“多式联运+供应链”数字管理平台，实
现了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和高效管理。未来，还
将力争开通南平港至福州港江阴港区、罗源湾港
区的班轮航线，使“黄金水道”进一步通江达海。

随着南平港开发建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
多的金融活水也汇聚于此。近期，南平工业园

区、延平区与多家银行金融机构达成总额度 110
亿元的南平临港产业开发建设金融战略合作。
通过金融政策支持，将助力南平港持续拓展海
外贸易业务。

炉下镇斜溪村离延平城区 21 公里，闽江东
流，自斜溪村江面始见开阔。近年来，斜溪村在推
动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同时，还大力推进整村
立面改造，彩绘涂鸦、生态农庄、休闲民宿、茶洋
窑艺、生态采摘等项目应运而生，搭建起亲水旅
游发展框架。斜溪村入选了首批全国村级“乡风
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斜溪村发挥自然生态优势，借助闽江干流
复航的契机，利用原有的文化中心楼、粮食仓库、
厂房等资源，引进民营企业的力量，通过政企村
联合的形式，现已打造出集餐饮民宿、文化文创、
休闲康养、拓展活动等特色亮点于一体的旅游基
地。”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四海说。

闽江航运的兴起，同样也为进一步深入挖
掘闽江沿岸的文化旅游资源，推动闽江流域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

近日，延平、闽清、古田、尤溪四地还基于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共同成立“大武夷”闽江旅游
联盟。接下来，四地将联合打造环闽江旅游精品，
进一步打响延平“闽江之珠·门户城市”、尤溪“闽
中明珠”和朱子故里等城市名号，共同做好文旅
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宋立中介绍，目前，闽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文化
遗产资源。其中，文物保护单位 156 项，非遗代表
性项目 92 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建筑类数量最
多，共有 85 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中的传统技艺类
数量最多，达 38项。

“很多大江大河都做出了品牌，比如中国的
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沿线多个省市都在联
合 做 大 运 河 文 化 旅 游 品 牌 。打 造 闽 江 文 旅 品
牌，需要提炼能够代表闽江流域的文化符号，
比如建盏、万里茶道等。”宋立中表示，接下来，
可通过生态廊道的构建，整合沿线文化遗产资
源，强化遗产价值和文化特色，共同创建闽江
全域整体旅游品牌形象。同时，依托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文化遗产资源，引入康养产业及其关
联产业，进而形成集观赏、休闲、康养等于一体
的闽江流域生态游。

春节假期刚过，南平港延平新城港区洋坑码头，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机械吊臂将一个个满载货物的
集装箱稳稳吊起，精准放置到船舱内……据了解，截至 2 月底，南平港 2024 年累计港口吞吐量 24454 吨，超
过一季度预期目标，实现新年“开门红”。

南平港位于闽江上游。闽江，是福建省内最大的河流，自古以来是福建连接山海的“黄金水道”。然而，
闽江的航运发展也有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近年来，闽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不断推进，多地开展协同保护，
特别是自 2022 年 12 月闽江干流正式恢复 500 吨级船舶正常通航以来，闽江航运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进
入新阶段，“黄金水道”焕发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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