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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节点，开启了日照凭港而立、依港而
兴、聚港而荣的时代新篇章：从单一港口发展到配
套产业林立，港口区位优势叠加，交通深入腹地，
城市框架和内涵都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次新的机遇，将日照又一次推向“排头兵”
的位置，立足新时代，日照赋予港口“最核心的战
略资源”这一概念，这既是日照对港口“龙头”作用
的精准定位，更是对全力推进港产城融合深入行
进的期待与希冀。

“2025年是贯彻落实省政府支持意见的开局
之年，也是日照市‘项目提升年’。日照港将以项
目为牵引，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按节点推进36个
港产城融合项目和11个协同事项，力争完成投资
72亿元。”在日照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日照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江南发言，作为“核心”，日照
港将贯彻“港城共生共长、港城共谋共创、港城共
担共享、港城共荣共兴”的思路，以“立得住、育得
好、叫得响”为特点，培育港产城高质量融合的示
范样板。

日照港将与其他单位，各区县、功能区港城抱
团共同推进招商引资，共同挖掘岸线资源价值，共
同打造供应链综合服务体系，共同推动科技创新，
共同加强政策争引。

港产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与“五共融合”不

谋而合，即坚持项目共抓、设施共建、产业共育、腹
地共拓、生态共护一体推进。

同时，日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山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日照市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
展的意见〉落实工作方案》，就加快建设一流海洋
港口、着力构建现代临港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城市
融合发展能级三个部分，制订细分任务、具体事项
以及落实措施，措施扎实、重点明确、目标清晰，为
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明确了前进方向。

重点项目是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硬抓
手”。2025年度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重点项
目、重大事项情况中，有36个港产城高质量融合
发展重点项目、11个港城协同推进重大事项，推
动《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日照市港产城高质
量融合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助力全市做好“强
港、兴产、活城”三篇文章。

港口物流是连接港口、产业和城市的纽带。
2025年，山东港口物流集团将以重点项目为牵
引，助力日照市港产城融合发展。通过升级既有
项目、攻坚难点项目、开发潜力项目，全力打造日
照口岸现代物流发展新的“增长极”。

作为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以来组建的全新板
块，山东港口贸易集团与日照港联手运营的贸易
集团日照公司，将依托日照市的综合优势，以“港

口+贸易+地区+产业企业”为路径，以原料端与产
品端、一手资源与终端用户、港口与地区、港口与
板块协同为纽带，以联手日照港和相关企业共建
矿石集采分拨基地、煤焦转口基地、化肥生产供应
基地、船燃加注基地为重点，促进港产城融合发
展，努力为城市发展创造新价值。

在日照市“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格
局中，山东港口集团相关板块集团作为城市升级
的参与者，将推动临港产业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助力城市功能优化、开放水平跃升。

下一步，日照市委、市政府还将同各区县功能
区、市直有关部门、驻港服务专班、日照港集团，深
入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清
单和事项清单，健全推进工作机制，定期现场调
研、定期调度推进，及时掌握项目事项进展一手资
料，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推进中遇到的困难问题，确
保各项工作有序落地见效，推动更多港口“流量”
变“增量”，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
工程，是实现日照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大
战略。通过驻港服务专班和市直各部门单位靠前
一步、主动加强服务，各区县、功能区主动融入、深
化合作对接，双向奔赴、互促互融，终将携手共创
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新辉煌。

绝佳的发展机遇，恰逢其时。2024年 5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山东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日
照港。他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
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
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
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经验，值得肯定。

2024年12月1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日照市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意见》出
台，支持日照港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使
命担当，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依托日
照“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
城市、中西部地区重要出海口等战略位势，坚持
一体谋划、一体打造、一体培育，推动港口、产业、
城市整体布局、深度融合、相互赋能，扎实做好强

港、兴产、活城大文章。
春意打头，正当奋进。
如何在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面前确保“新

样板”的打造，让探索创新再上新台阶？
随后，2025年工作4个方面，对3项主要任

务、15项细分任务、79个具体事项逐一细化量
化，形成了省支持意见的具体落实方案。

一张新的蓝图，徐徐展开。
如今，日照港已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条千公

里铁路直通港区的港口，瓦日、新菏兖日两条铁
路大动脉贯通东西、重来重回，服务晋陕豫等沿
黄流域200余家煤炭、钢铁企业。

同时，日照港放大“海铁联运”优势，大力推
进“散改集”作业，开展煤焦类海铁联运“一箱到
底”业务，为客户节约物流时间和运输成本。

不仅如此，日照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港产
城融合发展，鲜明提出港口是日照最核心的战
略资源、最重要的发展平台、最靓丽的城市名
片，不断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谋划推进转型
升级工程、大宗商品储运基地等重大项目；多次
带领港口“南征北战”“内拓外联”，促成一批重
大合作项目落地。发改、交通、行政审批等部门
靠前帮办，助力日照港获批新建泊位12个；口岸
办、海关、海事、边检等单位倾力指导，帮助对外
启用泊位19个；交通、海事、港航公安、海洋发
展、海警、引航等部门克服困难，帮助清理海域
84.7万余亩；科技、财政、生态环境等部门积极
主动，帮助港口申请上级补贴；各区县秉持“有
解思维”，与日照港深化合作、破解难题，取得丰
硕成果。

日照因港立市，港口靠城而强，共生共荣的血
脉基因，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山东港口一体化改
革发展以来，得益于日照市和山东港口的“双重赋
能”、金融机构的鼎力支持，日照港成为世界最年
轻的5亿吨大港，保障国家战略物资安全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

再行突破，难度愈大。然而，日照港突破的速
度却在加快：通过提升港口能级、构建优势临港产
业体系、打造内畅外联开放门户枢纽，日照市不仅
为“强港、兴产、活城”打开了广阔空间，更为港产
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搭建了更大舞台。这样的“加
速度”，就像是日照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道路上
形成的一场“化学反应”，让这座港口城市焕发出
前所未有的光彩。

目前，日照港口石臼、岚山两港区共建成矿石、
集装箱、散粮、木片、原油、液化等泊位90余个，是
全国首个单一港区拥有4座30万吨级原油码头的
港区，原油进口量超过全国进口总量的1/9，9个
货种吞吐量过千万吨，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大宗

原材料中转基地及粮食进口口岸。
并且，日照港还实现了“从卸船到装车”“从卸

车到装船”全流程自动化贯通，多设备“一键启
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3倍；依托“5G+数字中
台+AI”，研发轻量化算力平台，打造4D时空智慧
堆场，实现全场景可视化“毫米级”定位管控，生产
调度决策“毫秒级”响应……

对日照而言，传统产业特别是临港产业是其
经济发展的基石。作为国家布局的沿海先进钢铁
制造基地，这里产能集中度位居全国第四，山钢日
照公司和日照钢铁两大龙头企业在这里扎根，生
产的高强钢、集装箱板和油罐钢的市场占有率均
位居全国首位，而0.01毫米厚度的“手撕钢”更是
打破了国际垄断。同时，作为国家原油进口的重
要口岸，中国每进口10吨原油就有1吨从日照上
岸，通过6条原油长输管线直通港口，为全国沿海
港口中最长的原油输送网络。

随着港口的吞吐量持续攀升、港口能级大幅
跃升、智慧绿色全面提升、港口和板块贡献持续上

升。日照正进一步强化港口“龙头”作用，全力服
务和推动港口能级、集疏运能力提升，加快推动日
照港向贸易港、金融港、物流港、枢纽港、产业港转
型发展。

数据显示，日照临港产业产值占据了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利润和利税的85%以上，成为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俯瞰日照，清晰地看到退港还海、东煤南移、
北集南散、北客南货等转型升级工程让港口与城
市的布局更加优化。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不
仅将昔日荒废的虾池、烂泥滩改造为一条功能复
合、活力多元的阳光海岸绿道，曾经的“黑煤场”，
也摇身一变成为海滨旅游的新亮点。

以港口为核心战略资源，加快港产城融合重
点项目实施落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焕新、新兴
产业培育，为推动更多港口“流量”变成产业“增
量”提供无限可能。日照港正立足更大平台，聚
合更多资源，服务带动城市发展的能力不断提
升。

2024年12月18日，当最后一抓

斗铁矿石从一艘25万吨级货轮卸下

时，日照市港口货物吞吐量迎来首

次突破6亿吨这一高光时刻。这不

仅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日照港在

短短三年时间里实现的又一个了不

起的跨越。

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对推进

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工作的专题

研究，围绕打造港产城高质量融合

发展新样板，理出思路、拿出行动、

列出措施。

这是一个信号：在原有的退港

还海、躬耕深蓝的基础上，日照港产

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将大步迈入一

个崭新时期；

这是一次机遇：省、市一系列支

持日照市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

意见，让日照、日照港在全国全省发

展大局中战略位势更加凸显、支撑

更加有力，港与城双向奔赴、相互成

就，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基础

越来越坚实；

这是一次全局联动：以港口为

核心，以产业为带动，以城市为根

本，持续推进“强港、兴产、活城”，坚

持项目共抓、设施共建、产业共育、

腹地共拓、生态共护“五共融合”一

体推进，共同发力。

向“新”聚能发力、向“质”攀高

跃升。港口和城市是血肉相连、命

运相通、共生共荣的发展共同体，港

口始终是日照最核心战略资源、最

重要发展平台、最靓丽城市名片，要

推动港口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同

心共行、同题共答，不断拓展合作广

度深度。

再攀高峰 在港产城融合上不断提升

抓牢机遇 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深耕

凝聚合力 于“强港、兴产、活城”处并进

日照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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