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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有力服务支撑国家战略

以重大工程为引领，围绕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江苏港航基础
设施条件和能力日益加强。

随着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一期
建成、二期开工，中哈物流基地规模化
运行，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加快建设，
国际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行，“十三五”累
计开行班列 827 列，东行货运量超
60%。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
全线贯通，20万吨级以上船舶到港艘次
和货物承载量超过贯通前的5倍；贯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长江
航运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运输能力有
效提高。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全省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取
得积极进展，通州湾长江集装箱新出海
口起步建设，区域江海联运合作扎实推
进，江苏港口吞吐量占长三角吞吐总量
的50.1%，全省外贸集装箱生成量中2/
3经陆路运输至上海出港，全省沿江沿
海集装箱内支线运输量达455万标箱。

丰富的港航条件，高质量促进了滨
水产业集聚。港口发挥产业开发优势、
引导产业布局，省交通部门统计，沿江
沿海地区集中了全省90%以上冶金、石
化、造船企业，70%以上水泥、造纸企
业，60%以上电力企业和75%的省级以
上开发区，沿江地区集聚了42个经济
开发区，有力带动了临港产业发展，直
接临江地区以占全省1/4土地、1/3人
口，实现全省1/2GDP，城市化水平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沿海地区近
年来GDP增速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同时，落实全省钢铁煤电化工等产业向
沿海转移，沿海港口有效供给能力明显
提升，服务保障了盛虹炼化、中天钢铁
等一批千亿级重大产业项目落户，打造
形成江苏沿海产业新引擎。

发达的水运网络，高质量推动了全
省运输结构调整，“十三五”以来，水运
在推动运输结构调整、降低区域物流成
本、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
一步凸显。水运降本增效作用突出，长
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贯通效益
进一步释放，5万吨级、10万吨级、20万
吨级及以上到港船舶艘数年均增速分
别达17.0%、19.7%和24.1%，沿江港口
5万吨级及以上码头泊位通过能力年
均增长6.8%，平均每年可直接为沿江
地区冶金、电力、粮食加工、机械制造
等实体企业节约水运物流成本16.6亿
元；集装箱运输单箱运输费用约为公
路的70%，按照内河货物周转量折算，
每年节约物流成本400亿元。水运节
能减排效益进一步提升，与公路运输
相比，内河航运平均每年可节约能源
消耗 89.9 亿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
221.1亿吨。水运支撑运输结构调整成
效明显，全省港口完成集装箱铁水联运
量达39.6万标箱，内河集装箱吞吐量达
63万标箱。

全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

水运在能源、原材料等大
宗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
用。全省水运承担了90%以
上的能源和外贸物资运输，在
主要货种运输系统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江苏省内河航运承担
了城镇开发建设所需黄沙、石料
等矿建材料近60%的运输。京杭
运河沿线港口年吞吐量达3.3亿吨，其
中矿建、煤炭合计占比61.6%，有效发挥
了重要物资水运主通道的功能。

2020年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全省水运有条不紊进行，充
分保障了物资运输进出。

省交通部门统计，港口吞吐量方
面：2020年1—11月，全省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27.0亿吨、同比增长5.0%，其
中外贸吞吐量完成5.1亿吨、同比增长
4.4%，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742.6万标
箱、同比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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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2020 年
1—11月，全省港

口累计完成煤炭吞吐
量55521万吨，其中外贸完成2786万
吨。累计完成石油及天然气吞吐量
8480万吨，其中外贸完成2149万吨，同
比增长9.7%。累计完成金属矿石吞吐
量59346万吨，同比增长10.3%；其中外
贸完成22013万吨，同比增长5.4%。累
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742.6万标箱，同
比增长1.2%，其中外贸完成780万标
箱，同比增长4.4%。

航道运行方面：2020年1—11月，

全省船闸开启53.6万闸次，全省过闸船
舶283.6万艘次；全省过闸货物量20.3
亿吨。为保障“双循环”进一步畅通，全
省收取船舶过闸费9.89亿元，同比下降
2.0%；船舶过闸费减免2.99亿元，其中
集装箱免费5143.57万元。全省内河货
运量9.13亿吨；全省平均每艘过闸船舶
载货量达716.4吨，同比上升1.9%。

全面支撑双向开放发展

江苏致力于推进口岸开放、国际运
输服务建设，深水大港、远洋干线、中
欧班列、物流场站已实现对接，2019年
港口外贸吞吐量达5.2亿吨，沿海港口

40%吞吐量为陇海兰新沿线地区服
务，沿江港口形成了全国唯一的海江
河一体化的港口群，海轮、江轮和内河
船舶均可便捷停靠、高效装卸和快速
转运，承担了全省69%对外贸易吞吐
量，20%的吞吐量为中上游转运服务，
承接了中西部地区60%以上的转运物
资，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型企业所需的
90%的外贸原油、70%的外贸铁矿石、
20%左右集装箱通过江苏沿江港口中
转。全省口岸开放进一步发展，目前
全省共有一类港口口岸17个、对外开
放码头254个，共计565个泊位，直接
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
有贸易往来。

为构建“双循环”格局贡献港航力
量，2020 年全年累计完成建设投资
153.4亿元，其中航道41.8亿元、港口
111.6亿元，占年度计划91%。港口方
面，全年共有建设项目54个，其中续建
项目29个，开工项目25个。航道方面，
19个内河干线航道续建及扫尾项目加
快推进，2个新开工项目宿迁航道一期
船闸工程及芜申线溧阳城区段航道工
程已完成开工。

2020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厅大力
发展内河集装箱运输，组织对内河港口
集装箱作业区开展调研，徐州港已开通
至南通港、太仓港、连云港港、南京港、
济宁港、武汉港等港口多条集装箱运输
航线，截至 2020 年 11 月累计完成
95364标箱，同比增长79.75%；累计营
运航班1089航次（含挂靠点班次）。其
中，双楼作业区开通了至太仓、连云港、
南通、济宁、武汉7条运输航线；集装箱
吞吐量35548标箱，其中重箱26702标
箱，占比75.12%。累计营运航班484航
次（含挂靠点班次），完成外贸箱96标
箱；出港主要货种为粮食占重箱比约
30%，建材占重箱比约8%。

当前，江苏港航正持续发力，积极
融入“双循环”新格局，全力服务“一带
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
体化等重大战略实施，持续拓展外贸航
线、加密内贸航班，立足港航融合发展
体系竞争优势，不断促进全省内外贸物
流通道建设，积极构建江苏港口“双循
环”物流新通道，为全省内外贸物流通
道建设进一步拓展航运资源。

苏港航

为构建“双循环”格局贡献港航力量——

江苏港航全力保障全省物流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江苏是全国水运大省，水运资源条件得天独厚，航道里程、港口货物吞吐量等多项指

标全国居首。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江苏港
航承担着“双循环”的重要任务，发挥其在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的
“先行官”作用，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链上治理破除机制梗阻
全流程规范政策兑现

纾困惠企政策能否直达基层、直
接惠及市场主体，事关“六稳”“六
保”实际成效，事关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但在传统的工作方式下，政策
兑现一定程度存在政策分布散、申报
流程繁、拨付周期长等痛点难点问
题。信息不对称滋生中介不合理收费
和权力寻租空间，影响企业获得感。

为此，相城区纪委监委立足发挥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督促职能部门梳理政策规范流程并上
链管理。该系统试运行以来，贯通整
合了区人社局、市场监管局等13个部
门的数据节点，以惠企通平台为总入
口，通过数据链上确权和核验共享，

解决部门间数据共享难、监督壁垒高
等问题，从源头规范业务流程、推进
信息公开、扎牢数据“铁笼”。基于区
块链智能合约，实现部分规则的自动
执行，使权力运行制度成为硬约束。

发布会上，点击首批上线的“相
城区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薪酬补贴”，
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在申报该事项
时，系统自动通过区块链核验企业基
本信息，并自动回填至申报表单。企
业提供高层次人才的姓名、身份证号
码、学历证书号码后，系统自动通过
区块链核验全国学历信息，并生成核
验结果的存证证书。

“这样一来，可以实现三方‘共
赢’，对于企业而言可以减材料、减跑
动，减轻申报负担；对于部门而言，
实现申报材料鉴真和部分审批事项自
动‘秒批’，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同

时，所有申报手续完成后，审批信息
上链存证，向各监督节点广播，让职
能部门和干部清晰地感受到监督，进
而习惯被监督。”相城区纪委监委第四
纪检监察室负责人介绍说。

链上穿透赋能创新监督
多维度搭建监督体系

众所周知，惠企政策分布面广、
量大。相城区政府为集聚高端人才、
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共发布了411条
惠企政策。纪委监委仅仅依靠传统的
监督方式，难以有效监督惠企政策落
地，亟需通过创新监督方式来实现跟
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

相城区纪委监委依托区块链分布
式记账优势，在“零打扰”的情况
下，基于联盟链同步开展纪检监督。

系统针对惠企政策发布、申报、审
核、公示、拨付、使用6个权力运行关
键环节，细分29个关键监督点，设置
了“6-29”监督规则模型；设置了提
示、预警、报警3层监督防线，为职能
部门开展自我监督和纪委再监督提供
指引。

同时，系统通过采用权力运行看
板，将报警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并按照
问题类型、问题等级、关键环节以及主
管部门进行分类展示，便于纪委监委整
体上把握问题易发阶段、频发类型、多
发部门等规律，为下一步监督治理提供
依据；通过“工作效能统计”功能，横向
对比各部门履职KPI情况，倒逼部门

“转方式”“转作风”“提效能”。

链上数据辅助科学决策
实现全生命周期监测

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
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是我们创新
工作方式、强化权力运行监督的落脚
点。“我们联合区行政审批局打造的惠
企政策落地链，依托区块链技术有效
嵌入政策落地权力运行各环节，实时
获取第一手源头数据。”相城区纪委常
委、监委委员查建刚介绍，通过设置
监督算法模型和报警阈值，使惠企政
策落地监督摆脱一时一事的掣肘，实
现监督的常态常在，保障惠企资金精
准滴灌。

政策落地链通过企业全生命周期和
政策全生命周期两个监测维度，整体监
测政策落地情况。企业全生命周期从微
观市场主体入手，通过分析企业近五年
申报政策事项数量、获得惠企资金金额
等变化情况，观测企业目前经营状况，
评估惠企政策助力企业发展的实际成
效。而政策全生命周期则是从宏观运行
入手，通过分析各项政策的申报数量、
受理数量、审核通过比例、申报过程等
信息，从而及时发现政策“空转”、惠
及面不够等问题，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
科学的数据支撑。

“目前，惠企政策落地链正式开始
运行，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
应用面，升级监督模型，开放联盟节
点，提升‘链上治权’实效，不断探
索以高质量监督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相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章鸣林说。

陈玲 胡琼

苏州市相城区：“链上治权”护航惠企政策精准及时兑现
1月8日，苏州市相城区纪委监委联合区行政审批局打造的惠企政策落地区块链系统

正式发布。
这是相城区纪委监委在惠企政策落地领域开展“链上治权”的全新探索。“政策落地

链”瞄准惠企政策流程繁、兑现慢及审批环节存在权力寻租空间等痛点难点问题，建设由
13个部门组成的“联盟链”，通过流程、规则、监督模型上链，实现业务链上协同、监督
链上贯通、决策链上支撑，同向发力推动惠企政策阳光规范高效落地。

1月8日，相城区“区块链+惠企政策落地（惠企通）平台”正式上线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