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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革命烈士 ６９１
"""""""""""""""""""""""""""""""

第二章　人物简介 ６９３
"""""""""""""""""""""""""""""""""

第一节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领导 ６９３
"""""""""""""""""""""""""

第二节　离休与退休领导干部 ６９５
""""""""""""""""""""""""""

第三节　劳动模范人物 ６９８
"""""""""""""""""""""""""""""

第三节　交通知名文化人物 ７１６
"""""""""""""""""""""""""""

附　录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主任会议纪要（主任会议纪要第四十期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９日） ７２５
"

重庆市计委关于重庆市轨道交通较场口———新山村线路工程项目建议书给重庆市公用事业局

　的批复（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４日 重计委固〔１９９３〕５５７号） ７２６
"""""""""""""""

重庆市交通局关于理顺全市交通管理体制组建交通委员会的改革意见（１９９４年５月４日）

７



　 ７２６
""""""""""""""""""""""""""""""""""""""

重庆市交通局关于表彰获得重庆市交通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的通知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０日 渝交局〔１９９９〕６８１号） ７３０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九五”期航运建设工作的报告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日 渝交委〔２０００〕５１７号） ７３２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加快我市交通建设情况的报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７日 渝交委文〔２００３〕２号） ７３４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交通综合执法工作情况调查报告

　（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 渝交委〔２００３〕２６３号） ７３５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三峡水库提前蓄水至１５６米运行意见的报告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 渝交委文〔２００４〕１８７号） ７４３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交通部张春贤部长来渝调研情况的报告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 渝交委文〔２００５〕１６０号） ７４５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十五内河航运建设项目总结与十一五建设计划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 渝交委文〔２００５〕３２４号） ７４７
""""""""""""""""""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机关创建文明单位简介 ７５３
"""""""""""""""""""""

“川江号子”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简介 ７５７
"""""""""""""""""""

编后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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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港航监督与管理

重庆市位于长江上游，水运资源丰富。长江自西向东贯穿市境，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众多

支流由南北方向注入长江。重庆市河流呈叶脉状分布，构成重庆市航道网络。三峡库区蓄水后航道

增多，通航里程大幅度增加，通航条件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

重庆市的港口由主城、万州、涪陵等３个枢纽港区和江津、永川、奉节、合川、武隆等５个重
点港区以及其他１２个县级港区共２０个港区组成。通过港口枢纽作用的发挥，实现了重庆市航道网
络与铁路、公路及航空运输的有机衔接，扩大了重庆市水路运输在全国的辐射范围。２００５年，重
庆市９０％以上的外贸进出口货物通过水路运输完成，水路货运周转量占重庆市社会货运周转总量
的６４％，居综合运输体系的首位。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重庆市港航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理顺关系，明确职责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其

中主要有：改革初期的体制改革、直辖前后的体制改革、水监体制改革等。经过２０年的改革，最
终形成的港航管理体制为，一、重庆市和区县 （自治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港航管理行政工作，各港航管理机构在当地交通主管部门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港航管理具体

工作的管理。二、交通部在渝机构重庆海事局、长江重庆航道局、重庆船级社等部门，按各自分工

负责长江干线水上安全监督与管理工作，长江干线航道的管理工作和相关船舶检验工作，在重庆市

境内的工作接受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协调。面对点多线长的港口、航道，面对十分活跃的水运市

场，面对发展迅速的港航事业，加强港航监督与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庆市港航监督与管理

由海事管理、船舶检验管理、港口管理、航道管理及运输管理５个方面组成，由交通部在渝单位与
重庆市港航部门一起，在各自的职能及管理范围内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实施港航监督与管理。通过

实施以上管理，保障了水上交通安全，维护了水上交通秩序；保证了船舶修造质量，推动了船舶技

术；港口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瞻前性规划、有序实施；规范了港口及航运市场，指导和支持了

港口及航运企业的顺利发展。港航监督与管理在促进重庆市水运经济建设，推动重庆市港航事业发

展方面起到了统筹协调、保驾护航的作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航运规划

第一节　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

一、编制过程

（一）编制依据

１９９７年，重庆市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
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

重庆市内河航运资源丰富，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市境，嘉陵江、渠江、乌江、小江、大宁河等主

要支流纵贯南北，覆盖了重庆市７０％以上区县 （市），发展内河航运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长

江三峡枢纽工程建成以后，长江干线在重庆市境回水６８０公里，多条支流水深增加，水流变缓，河
道变宽，为发展内河航运创造了条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市将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加快产业结构和经济

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发展与完善；国家实施长江干线中下游航道建设和长江口航

道整治工程，使长江航道条件逐步改善，给重庆市内河航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的战略决策，加快西部地区内河航运的发展，交通部印发了全国内河航运发展战略和西部地区

内河航运发展规划，确定了西部地区内河航运发展思路和目标，要求重视发展内河航运。重庆市为

充分利用三峡枢纽工程建设和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结合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及国土、旅游等发展

规划，大力发展重庆市内河航运，以完善综合运输体系。

（二）规划编制

２００１年，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组织交通部规划研究院、重庆市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成立规划项
目组，开展 《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规划重点是航道及港口布局规划。规划基础

年为２０００年，规划水平年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
２００１年４月，在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组织下，规划项目组编制 《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

工作大纲及报告编写提纲。２００１年５月至６月，规划项目组对重庆市合川、江津、綦江、涪陵、
武隆、彭水、开县、云阳、万州、奉节、巫溪、巫山、永川等有关区县 （市）进行现场调研，征

求当地政府对发展内河航运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实地勘查了嘉陵江、涪江、小江、大宁河、乌江

等部分航道、港口及水利枢纽。规划项目组对运输船型、航道布局及港口布局提出规划意见，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完成征求意见稿。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９日，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规
划项目组根据重庆市交通委员会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报告进行再次完善，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完成
送审稿。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８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会同交通部在重庆市主持召开审查会，审查意见项
目组对报告再次进行补充完善，完成报批稿。同年１２月２８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下发 《重庆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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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于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的批复》，批准实施 《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规划》规划。该规划

在重庆市直辖后增大了港航管理范围。《重庆市内河航运规划》是重庆市内河航运发展的第一个规

划，结束了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重庆市内河航运建设无发展规划的历史。
二、规划内容

（一）重庆航道布局规划

１层次划分
由于航道所处的地理位置、流域内资源及开发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综合运输网发展状况不

同，各航道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根据各航道的功能、作用及自然条件、经济发展需求等，重庆市

内河航道分为全国水运主通道、区域性重要航道和一般航道。

（１）全国水运主通道。
全国水运主通道是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航道体系的骨干，是客货流密

集带，以完备的航运基础设施、先进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实现畅通、安全、高效的水上运输，由

三级及以上航道和部分四级航道组成。全国水运主通道包括长江干线、嘉陵江及乌江。

（２）区域性重要航道。
区域性重要航道是与全国水运主通道相连接的重要支流，是地区性骨干航道，由四级及部分五

级航道组成。区域性重要航道包括渠江、小江及大宁河。

（３）一般航道。
一般航道指除全国水运主通道、区域性重要航道以外的航道，是重庆市航道体系的组成部分，

主要为五、六级航道，以满足旅游和交通不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基本的交通运输需求为主，为本地区

货物运输服务。一般航道包括綦江、涪江、梅溪河、大溪河等支流航道。

２规划方案
（１）全国水运主通道。
全国水运主通道包括长江干线、嘉陵江、乌江３条航道，规划总里程１０２２公里，其中一级航

道５２７公里，三级航道２９０公里，四级航道２０５公里。
①长江干线：规划羊石镇至九龙坡为三级航道，九龙坡至鳊鱼溪为一级航道。三峡枢纽工程蓄

水正常运行后，由３０００吨级船舶组成的万吨级船队有半年时间可抵达重庆市九龙坡港区。
２０１０年以前需炸除长寿至重庆段的五金堆、夫归石等１９处礁石，２０１０年后当三峡水库蓄水

１７５米水位时，需通过整治朝天门至蓝家沱段的金沙碛等１０处滩险及疏浚部分河段等来保证规划
目标的实现。

②嘉陵江：嘉陵江是重庆市航道体系的骨干，是陕、甘、川、渝三省一市通江达海的主要水运
通道，全线梯级渠化后，对促进流域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航道规划水观音至

利泽枢纽１７公里为四级标准，利泽枢纽至重庆１３７公里为三级标准。２０１０年前后，三峡枢纽工程
将按１４５～１７５米水位运行，２０１０年前重点建设合川草街枢纽及利泽枢纽，整治合川草街枢纽以下
个别滩险，使水观音以下１５４公里航道全线达到四级。２０１０年以后，建设井口枢纽，实现利泽枢
纽以下１３７公里航道全年达三级航道标准。

③乌江：乌江是重庆市航道体系的骨干，是贵州省及重庆市彭水、武隆等地区进出长江干线的
水上主要通道。乌江的航运建设对促进经济发展、铁水合理分流、综合运输体系的完善，改变山区

落后面貌具有重要意义。航道规划为四级标准。２０１０年以前水利部门计划建设彭水枢纽，使彭水
以上６３公里航道达四级标准，整治、疏浚乌江河口段航道，维护彭水以下１２５公里航道满足五级
航道要求；２０１０年以后，建设大溪口枢纽，利用三峡枢纽工程回水，实现龚滩以下１８８公里全线
达四级航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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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区域性重要航道。
①渠江：渠江是四川省东部地区和重庆市部分地区进出长江干线的内河航运通道，航道规划利

用嘉陵江合川草街枢纽回水淹没浅滩，达到四级标准。因渠江流域多数货物流向与渠江流向一致，

渠江航道的开发建设将使货物合理分流，也将使腹地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同时使水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根据长江水系航运规划，渠江干流梯级开发任务以航运为主，兼顾

灌溉及其他。自上而下规划建设金盘子、舵石鼓、南阳滩、风洞子、梁滩、四九滩等６个梯级，现
增加１座富流滩梯级，７座梯级均在四川省境内，并利用嘉陵江合川枢纽的回水，使渠江三汇至渠
河嘴３００公里航道达四级航道标准。

②小江：小江是重庆市东北部的重要河流，长江一级支流，是连接开县和云阳两县的主要河
流。三峡枢纽工程建成后，小江成为库区河流，航道条件将大为改善。当三峡枢纽工程按１７５米水
位运行时，小江回水１１０公里至开县马家沟。航道规划马家沟至开县３４公里为五级航道，开县至
云阳河口７６公里为四级航道，其中开县至白家溪２５５公里通航保证率为６０％。规划小江开县至
河口７６公里为四级航道，其中开县至白家溪２５５公里通航保证率为６０％，马家沟至开县３４公里
为五级航道。２０１０年前对部分河段进行整治以满足航道弯曲半径的要求，２０２０年继续整治有关河
段，使航道达到四级标准。

③大宁河：大宁河是重庆市东北部的重要河流，长江一级支流，是连接巫溪和巫山两县的主要
河流。三峡枢纽工程建成后，大宁河成为库区河流，航道的条件将大为改善，当三峡枢纽工程按

１７５米水位运行时，大宁河回水６６公里至庙溪。大宁河为区域性重要航道，是沿岸旅游、矿藏资
源开发及沿岸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它的开发建设对改善巫溪、巫山等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航道规划庙溪至河口６６公里为四级航道，其中庙溪至高家坪１８公里通航
保证率６０％。规划高家坪至河口４８公里常年库区段为四级航道；庙溪至高家坪１８公里为通航保
证率６０％的四级航道；巫溪至庙溪８公里因河道比降大，航道整治不能达到提高航道等级的要求，
只能维持航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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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一般航道。
①綦江：根据长江水系航运规划，綦江选定１０级渠化方案，自上而下依次建设羊蹄洞、盖石

洞、猪滩、滑石子、綦江、桥溪口、车滩、五福、青泊和新滩等１０座枢纽。已建有羊蹄洞、盖石
洞、石溪口、桥河、綦江、桥溪口、车滩、五福等８座枢纽。全程渠化需建设猪滩、滑石子、青
泊、新滩４座枢纽，其中规划由滑石子替代已建的石溪口、桥河２座枢纽，并对已有枢纽进行改
造，赶水至河口建成六级航道，航道尺度为１２×３０×２００米 （航深×航宽×弯曲半径），通航１００
吨级船舶。２０２０年建设青泊、新滩两座枢纽及替代现有的石溪口、桥河两座枢纽的滑石子枢纽，
对已建的綦江、桥溪口、车滩、五福４座船闸进行改造，并对河口段个别滩险河段进行整治，使三
江以下达通航１００吨级船舶的要求。最后新建猪滩枢纽和改造羊蹄洞、盖石洞２座枢纽，使赶水以
下１３５公里六级航道全线贯通。

②涪江：２０１０年前建设富金坝枢纽，并利用合川枢纽回水淹没渭沱以下河段浅滩，可使三块
石库区以下１１１公里全线贯通。２０２０年对现有枢纽进行船闸改造，并对航道进行整治，使境内１３６
公里全线达到３００吨级航道标准。

③ 梅溪河：当三峡枢纽工程按坝前１７５米水位运行时，梅溪河回水３０公里至芝麻田。当三峡
枢纽工程建成后，梅溪河河口８公里河段河宽１００米以上，水深３０米以上，可通航１０００吨级船
舶。规划高店子至河口２３公里为五级航道，其中河口段８公里为三级，芝麻田至高店子７公里为
六级航道。利用三峡枢纽工程回水，增加河道的宽度和深度，对五里碑、菜子坝、龙王庙河段进行

裁弯，增加航道的弯曲半径，满足航道规划标准。

（４）支持保障系统规划。
①助航设施：规划期内全国水运主通道及区域性重要航道 （除长江干线外），凡有条件的标位

应建设大型塔形岸标，添置雷达应答系统，逐步发展无线电航标，加大浮标持度，大量使用太阳

能，匹配高效节能、色艳寿长的新光源，做到标位准确、布局合理、标志鲜明、灯光明亮、维护管

理现代化。一般性航道尽量使用发光标志，做到布局合理，使用耐久、省电，减轻劳动强度。

②航道船舶设施：三峡水库形成后，重庆市航道大部分将成为库区航道，航道维护量将大大降
低，为此，航道疏浚船数量维持不变，只进行更新改造；相应增加配置巡逻艇、测量船、航标船及

其附属设施。

③航道信息化管理：航道信息化管理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应分三步走。第一步，在航道
工程实施、航道测量、航标管理、船舶管理、档案管理、科技管理等方面实现办公自动化；第二

步，逐步开发航道信息系统网络技术，有效配置航道信息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第三步，建立完整

的航道基础数据库和网络工作环境，逐步实现从数据采集、分析、传输、处理及公布的一条龙式管

理覆盖重庆市所有航道，实现航道管理信息化。

④航道生产配套设施：改造自然岸坡式的航道站码头，消除安全隐患；改善航道工人的生产和
生活环境，改造、建设航道所、段生产用房；增加建设信号台，改善船岸及船船之间的通信联络条

件，实现信号台站对过往船只的指挥与信息传递。

（二）重庆港口布局规划

１层次划分
港口是内河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的发展对发挥航道的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三峡枢纽工

程建成后，随着航道条件的逐步改善，各个港口在航运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分化。为了适

应内河航运发展的需要，根据各港的地理区位、在综合运输网中的地位、依托城市和集疏运条件、

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港口的不同功能，对重庆市港口进行层次划分。依据港口的功能、

作用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将重庆市港口划分为全国主枢纽港口、地区重要港口、一般港站３个层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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