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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港，不仅是内陆重要港口之一，还
将打造成国际化、现代化枢纽港，“提升资源
高效利用和集约化发展水平。践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是《规划》践行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体现，是对武汉港可持续性发展
的必然要求。

《规划》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
田、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注重老小散码头
资源整合，合理避让重要环境敏感区，强化
集装箱、大宗散货、商品汽车、件杂货等专业
化码头区布局，提升港口资源利用效率，提

升港口绿色发展水平。
按照“控总量、调存量、优增量”的总体

思路，武汉港对港口岸线的空间分布和利用
方式进行了调整和优化。调整后的规划显
示，港口岸线总长定为79.7公里，其中已开
发利用的部分为38.9公里。与原规划相比，
港口岸线的总规模减小了38.6公里，规划港
口岸线减少33%。在空间分布上，通过调增
与调减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港口岸线总量
的降低和空间分布的优化。

具体来说，武汉港调减了不具备建港条

件的岸线约44公里，主要包括占用“三区三
线”、过江通道和取水口保护区、相关生态敏
感区等岸线。同时，也调增了连片式货运和
旅游岸线约9公里，主要包括经开、白浒山、
林四房、东西湖等连片式货运岸线和中心城
区客运、支持系统码头集并区岸线，以更好
地满足货运和旅游发展的需求。

这一调整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还能提高港口岸线的使
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集约节约利用港
口岸线，武汉港将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服务国家战略 推进绿色发展 加快“优势转化”

武汉港将助力“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益”

阳逻港港区。

大江奔腾，千帆竞发。

如今的武汉港，生机勃勃：2023全港货物吞吐量完成1.44亿吨，迈

入全国内河港口前十名；集装箱吞吐量279万标箱，全国内河港口排名

第四，稳居长江中上游港口首位。

砥砺前行，奋斗不止。2024年8月，《武汉港总体规划（2035年）》

（简称《规划》）正式获得了交通运输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的联合批复。

《规划》高起点谋划武汉港长远发展蓝图。作为长江黄金水道中游

的重要港口，武汉港将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观，致力于优化港口布局，提升

港口功能，强化集疏运体系，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力促“三个优势转

化”，助力“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益”，为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

蓝图贡献坚实力量。

新航向：武汉港再履黄金水道新使命
武汉港，作为全国内河的主要港口，承载

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助力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大使命。武汉港将立足新起点，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核心，致力于在

“黄金水道”上打造一座现代化枢纽港，《规
划》为武汉港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价值。

在新发展阶段，武汉港的首要任务是
着力提升综合枢纽功能和开放平台作用，
强化支撑国家战略的能力。通过拓展核心

港区阳逻港区的发展空间，加快推进铁水
联运、多式联运枢纽建设，构建以阳逻港区
为核心的集装箱航线中转集并网络。同
时，完善沿江重点产业布局区域的集约化
规模化港区规划，以增强沿江开发开放的
新优势。

《规划》里的武汉港功能定位更加明
确：将由内河港口向国际化综合枢纽转
型，成为战略新支点；由运输节点向物流
供应链节点转型，成为全国重要物流枢

纽；同时，还将与中部地区其他港口协同
发展，成为长江中游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万里长江黄金水道上的武汉港任重道
远，但未来可期——预测 2035 年货物吞吐
量将达到3亿吨，2022—2035年均增速将达
到6.6%。其中2035年集装箱吞吐量有望达
到1000万标箱，年均增速达到10.6%——这
颗璀璨的明珠将在黄金水道上持续绽放夺
目光芒。

新布局：整合港区功能助力优势转化
面对港口发展的新形势与新需求，《规

划》立足长远，对武汉港的功能布局与水陆
域布置进行了优化调整，不仅更好地服务国
家战略，同时对武汉将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
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也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规划》将原武汉港15个港区整合优化
为 9 个港区，总体形成“一核心三支撑九港
区”的总体格局。即阳逻港区为核心，经
开、白浒山、江夏港区为3支撑，其他5个港
区分别为主城、青山、林四房、蔡甸、东西
湖。

优化集装箱运输系统港口布局。《规划》
明确了以阳逻港区为核心，经开、江夏、白浒
山、东西湖等港区为辅的集装箱运输格局。
阳逻港区将按照“整合资源、明确功能、强化
衔接、提升等级”的思路进行调整，以适应江

海直达船型的发展。其他港区则将兼顾武
汉市左右岸、上下游的集装箱运输，服务临
港产业和自贸区等的发展，一系列举措旨在
强化武汉港航运中心核心功能。

强化商品汽车滚装运输功能。武汉港
将依托城市汽车产业的布局，规划以经开港
区邓南作业区为重点，其他港区作业区为补
充的商品汽车滚装运输格局。这一布局将
有助于推动港口与汽车产业链、物流链的一
体化融合，打造长江商品汽车滚装物流集散
基地。

传统大宗散货港口做加减法。按照
“老港区做减法、功能上做升级、空间上做
优化”的思路，武汉港将逐步减少老港区的
散货运输，并对现有条件较好的青山、白浒
山、林四房区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规
划还将对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的港区进行

功能布局和空间布置的优化，如将石化、油
品运输逐步调整至白浒山港区，实现集约
化发展；规范、提升武汉港矿建材料码头，
在主城区外围新城区域选址布局矿建材料
集散中心。

打造长江中游游轮母港。在客运码头
方面，规划明确了三环线以内码头退出货运
功能，并布局了层次分明、功能多元的客运
码头体系。其中，武汉关段岸线将被打造为
服务长江中长距离内河游轮运输的母港，而
其他岸段则将依托“两江四岸”打造为服务
城市水上观光游览和城市渡运的重点集散
点。以及打造长江中游游轮母港。

通过一系列大手笔，武汉港共规划各类
生产性货运泊位 328 个、通过能力约 3 亿
吨。其中，集装箱年吞吐能力约 1000 万标
箱，商品汽车滚装吞吐能力约270万辆。

新生态：优化港口岸线 提高港口“含绿量”

“够4个人吃”的4号蛋糕，原来只有巴掌大小

翟女士称，8 月 7 日，她致电江岸区百步亭片区的一家
“仟吉”蛋糕店，给朋友订购一个生日蛋糕。

“电话里，我问店员，4个人吃，买多大的蛋糕？店员推
荐，买4号蛋糕就够了。”翟女士说，自己线上付了款，等待第
二天送货上门。

蛋糕被送达餐厅包间后，翟女士满心期待地打开包装
盒，发现蛋糕小得让自己吃惊——这个4号蛋糕仅比张开的
手掌略大，与她预期的“够4个人吃”的尺寸相去甚远。

“大家沉默了几秒，都大笑起来。”翟女士说，朋友们纷纷
将此事当成段子传开。

“对于4号蛋糕到底有多大，我真的没什么概念。可能
是店员比较实诚，没有给我推荐更大的蛋糕。下次，我还是
准备去现场选蛋糕，以免再出现这样的尴尬事。”翟女士总结
道。

号、寸、英寸，蛋糕店计量单位“各说各话”

4号蛋糕究竟有多大？8月17日，记者登录“仟吉”蛋糕
店的小程序看到，“蛋糕尺寸”中有“4 号”“6 号”“8 号”等选
项，“商品详情”中写出了盘叉及蜡烛赠送说明。然而，页面
并未显示蛋糕质量或直径大小的数值。

记者留意到，翟女士在购买蛋糕时加过店员的微信，
对方曾发给她一张设置在店内的圆盘对比图。对比图上
标明了蛋糕号数、直径长度和推荐食用人数。其中，4号蛋
糕直径约 10 厘米，推荐 1 人食用；5 号蛋糕直径 12 至 13 厘
米，推荐 2 至 3 人食用；6 号蛋糕直径 14 至 15 厘米，推荐 4
至6人食用。

8月18日，记者致电该品牌官方客服：“‘号’是不是‘寸’
的意思？为何要用‘号’来标注蛋糕？”该客服表示，“号”并不
是“寸”，该品牌目前以“号”为计量单位。但客服并未告知以

“号”计量的依据。线上平台是否应标明蛋糕具体尺寸？该
客服人员称，后续会找相关工作人员核实，看能否进行优化。

连日来，记者又搜索了多家蛋糕品牌的线上官方平台及
外卖渠道，发现品牌蛋糕计量单位各不相同——“日和山茶”
线上门店仅显示蛋糕寸数；“罗莎蛋糕”线上门店仅显示蛋糕

英寸数。
记者检索获悉，1寸约等于3.33厘米，1英寸等于2.54厘

米。
记者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规定：“国

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
定的其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法定质量单位为

“克”或“千克”，长度单位为“毫米”“厘米”和“米”。“号”和
“寸”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的标准计量单位。

记者发现，部分品牌蛋糕店在线上平台售卖蛋糕时按克
和厘米计量，信息标注较为规范。

“积慕蛋糕”线上门店商品详情页内，写明了蛋糕的基本
参数，包含磅数、克数（g）、尺寸（cm）、适用人数及免费配送
餐具数量。

“元祖蛋糕”的线上门店内，部分蛋糕的商品详情页中有
“鲜奶蛋糕规格及配件介绍”，型号、直径（cm）、重量、建议食
用人数及标配（餐具数量）清晰明了。

“好利来”的线上门店内，“规格选择”一栏中清晰写明了
每款蛋糕的直径（长、宽）和高度，也用厘米计量。

不少市民表示，说不清“寸”和“英寸”多长

8月18日，在江岸区永泰路一家蛋糕店，何先生无奈地
说：“蛋糕尺寸标注还真有点乱，我也记不清‘1寸’‘1英寸’
具体是多长。”

记者在江岸区永泰路的多家蛋糕店附近随机采访10位
市民，其中8位市民表示分不清“寸”和“英寸”。一位市民表
示：“我一直以为寸就是英寸的缩写。”

烘焙业内人士刘女士告诉记者，蛋糕尺寸一般默认为
“英寸”，这是行业内的习惯。但商家应该用法定计量单位进
行标注，让消费者看得清楚、买得明白。

刘女士坦言：“计量单位的不规范，导致客户不清楚蛋糕
的真实尺寸。这样的状况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可
能破坏烘焙行业的诚信秩序。”

即将过生日的杜女士说：“用厘米或克标注的蛋糕更直
观，不需要算算术，我们也不用担心蛋糕‘缩水’或者不符合
预期了。就算遇到了缺斤少两问题，也方便维权。”

翟女士表示，建议商家在网上展示蛋糕时，能够提供完
整、清晰、规范的尺寸信息。

新《办法》已出，蛋糕计量不能仅用“英寸”

8月20日，记者采访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工
作人员，相关负责人表示，生日蛋糕最早起源于西方，后来慢
慢传入中国。因为蛋糕是舶来食品，计量单位一般为“英
寸”。新实施的《非法定计量单位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规定，根据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生
日蛋糕可以“英寸”为计量单位，但应当同时注明或者提供相
应量的法定计量单位等效值或者换算关系。

该负责人介绍，为了保证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规范
非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和管理，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办
法》规定：“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定计量单位不得使用，其他
非法定计量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限制使用。国家明令
禁止的非法定计量单位包括用于市场贸易的市制单位，以及
国务院公布的其他禁止使用的计量单位。”

记者查询后发现，“寸”一般是指“市寸”，属于市制单位，
为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定计量单位。

《办法》第七条提到，“属于特殊需要的，可以采用非法定
计量单位。可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特殊需要清单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发布，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动态
更新”。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可采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的特殊需要清单》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交
易习惯使用，交易双方对所使用的非法定计量单位认知一
致，不会因此造成交易损失的情形下，非法定计量单位可用
于表述西式蛋糕、比萨饼直径长度等。

但《办法》中第八条规定，“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有下
述情形之一的，应当同时注明或者提供相应量的法定计量单
位等效值或者换算关系。”其中，情形（四）为“日常生活中根
据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使用的”。因而，西式蛋糕的计量应
按上述规定执行。

记者还注意到，《办法》中第十三条规定，未按照本办法
第八条规定注明或者提供相应量的法定计量单位等效值或
者换算关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处1000元
以下的罚款。针对经营行为不合规的商家，记者将持续关
注，督促整改。

我 的 老 师
讲述你和老师的故事

讲述人：陈妍羽，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学生
“我的老师”：朱娅琴，武汉市鲁巷实验小学语文老师

3年前，我步入小学，面对新的环境，有些不知所
措。朱老师是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朱老师在讲台上绘声绘色地
讲课，到了提问环节，我被点名了。我站起来，有些局
促不安，一个字也答不上来。望着朱老师热切的眼
神，我真希望能将答案脱口而出。这时同学们也开始
交头接耳，我有些无助，默默地低下了头。

课后朱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柔声问道：“宝贝，
怎么啦？不开心吗？”懵懵懂懂的我觉得自己做错了
事，既紧张又伤心，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掉。朱老师一
把抱起我坐在她的腿上，安抚着我：“没关系，老师觉
得这些对你来说都不难，你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
老师相信你！”

后来朱老师安排我当语文小组长，负责收发作
业，这让我有了更多与同学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渐渐
地，课堂上我敢于大胆发言了，学习成绩也突飞猛
进。我甚至还主动加入了音乐社团。

三年级开学，朱老师宣布要竞选班干部，每个人都
有机会参与。放学回到家，我就开始为竞选作准备。
竞选当天，我的竞选演讲获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我
也成功当选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课后，朱老师摸着我
的头，笑着说：“瞧，你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

当上学习委员后，我协助老师和班长管理班级事
务，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

三年级下学期学校组织活动，班里需要挑选四名
主持人。我很想参与，但我缺乏经验和勇气，有些退
缩。这时，朱老师那句“你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在
我耳边响起。于是我鼓起勇气，主动报名，并且顺利
通过评选。

在朱老师的一再鼓励下，我第一次参加了楚才作
文比赛。那时的我已经不再害怕，对自己充满信心，
最终我获得了三等奖。学期末，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区
优秀学生。捧着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和力量。

以后不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朱老师那肯定
的眼神和鼓励的话语：你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

（长江日报记者覃柳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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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商佩

“店员说4号蛋糕肯定够（吃），打开的那
一刻，我们都沉默了……”近日，市民翟女士
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桩尴尬事：她通过电话预
订的蛋糕，到手只有巴掌大小，“没想到这么
小”。

连日来，长江日报记者登录多家蛋糕店
的线上订购平台，发现蛋糕的计量单位“各
说各话”：有的用“号”，有的用“寸”，有的用

“英寸”，仅有部分商家使用了法定计量单位
“厘米”。

一块蛋糕到底有多大？这个原本简单
的问题，似乎不那么好回答了。

朱娅琴老师。

翟女士在朋友圈发布的4号蛋糕照片。 受访者供图

号、寸、英寸……市民懵了圈

一块蛋糕到底多大？店家各说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