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２日电 国内首条自主化全自动
（无人驾驶）运行线路——— 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首段
开始跑图试验，并将进行全线调试，计划２０１７年年底
开通。

据承担建设任务的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介绍，北
京燕房线列车最高运行时速为８０公里，共４辆编组，最
大载客量为１２６２人。目前的调试任务，主要是通过统
一行车调度指挥，完成各系统功能的调试任务；对电
客车进行接收、看护、管理、调车等，并建立一套完
善的管理体系。

据悉，全自动运行列车最大的优点就是列车运行
的平稳，无论起步、加速、停车还是区间运行，电脑
控制着列车在各运行阶段平缓的过渡，最大限度保证
乘客舒适的乘坐体验。

国内首条自主化

“无人驾驶”地铁线试跑

据新华社６月１２日电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
票１１日全部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所在阵营大幅领先，有望在１８日第二轮投票中取
得压倒性胜利。

不过，多达５１.４％的选民没有参加本轮投票，创下法
国议会选举弃投率新纪录。左翼的社会党、极右翼“国民
阵线”等党派人士呼吁民众积极参与第二轮投票。

据报道，国民议会、即议会下院选举第一轮投票
１１日在法国本土全面展开，来自多个政党的７８００多名
候选人角逐５７７个国民议会席位。

根据１２日凌晨公布的官方计票结果，马克龙成立
的共和国前进党与中间派政党法国民主运动党组成的
联合阵营得票率居首，达到３２.３２％。

法国议会首轮选举

马克龙阵营大胜

日前，随着亚洲最大的海上吊装作业船
“振华30”号稳稳地将重达6000吨的沉管精准
“楔入”海底，当今世界里程最长、施工难度最
大的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
全线贯通。

港珠澳大桥被称为“世纪工程”，全长55公
里，集桥、岛、隧于一体，如一条海上巨龙连接
珠海、香港与澳门。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珠港澳大桥岛隧工程师林鸣的
话说，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
中国人不能造的桥。

“21世纪的桥梁看中国”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从一座桥的
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荣枯和工
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史，更可看出
一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情
况。

近几年中国桥梁的成长，是与国民经济快
速发展同行的。“纵观世界桥梁建设史，上世纪
70年代以前要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而到了
21世纪，则要看中国。”这已是世界桥梁建筑领

域公认的观点。
点开一个专门收集世界最高桥梁的网站

(http：//www.highestbridges.com)，你会惊奇地
发现：在世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
国；而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高
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以至于在网站介
绍中有句感慨，“由于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
快的高速建设扩张中，未来很长时间我们都要
盯着中国了”。

“过去5年，我们在万里长江上同时建设着
11座大桥，其中4座刷新不同桥型桥梁的世界
跨度纪录。”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铁大桥
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徐恭义告诉记者：

——— 武汉，主跨1700米的杨泗港长江大桥
一跨过江，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索
桥；

——— 重庆，新白沙沱长江大桥，为世界上
首座双层6线钢桁梁铁路斜拉桥；

——— 南通，主跨1092米的沪通长江大桥，
将再度刷新世界公铁两用斜拉桥跨度纪录；

——— 镇江，主跨1092米的五峰山长江大
桥，为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悬索桥。

“这只是我们保持的众多桥梁之最中的几
个。中国桥梁建设的速度太快了，一不留神，说
不定哪天就被我们自己或国内同行超越。”徐
恭义说。

飞架南北变通途

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在江河湖

海上建起了一座座宏伟的大桥，跨越天堑，联
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在千山万壑，重峦叠嶂
的山区，中国桥梁建设者一样飞架南北，为山
区人民搭建幸福生活。

正在修建的成贵高铁将跨越大渡河、岷
江、金沙江三大河流，被称为“世界最难山
区高速铁路”。中铁大桥局承建了全线关键
控制性工程——— 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特大
桥。

徐恭义介绍，大桥位于金沙江下游，主跨
达336米，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钢
箱拱桥。大桥上层为4线高速铁路，下层为6车
道城市快速主干道，属于重载桥梁。铁路桥面
在上，公路桥面在下，这是国际首例。

成贵高铁通车后，成都到贵阳只要3小时，
沿线3600多万人口将获益。而在青藏高原，一
座大桥的修建甚至关系到沿途百姓的生命安
全。

2015年底，经过近4年的努力，迫龙沟特大
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国道318线通麦至105道班
整治改建项目全线贯通。

该桥全长743米，主跨430米，是西藏最大
跨度斜拉桥。该桥成都侧接“通麦天险”，拉萨
侧连“排龙天险”。建设者们不惧艰险，发扬“两
路精神”，战胜了雨季飞石、泥石流、滑坡和塌
方等自然灾害，让通麦天险14公里“死亡路段”
成为历史。

“中国造”桥梁连通世界

2015年12月12日，孟加拉国帕德玛河畔的
MAWA镇，万余民众和中外建设者共同参加
了帕德玛大桥奠基仪式。海外媒体以“中国为
孟加拉人民搭建‘梦想之桥’”之类的赞语，予
以特别关注和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中国参与相关
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智造”的中国桥也大踏步迈向世界。它们
之中，有些已经成为当地地标性建筑。

仅最近几年，就有很多中国建造的桥投入
使用，世界桥梁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身
影”。

2013年9月，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
正式通车，这是世界同类钢结构桥梁中技术难
度最高、跨度最大的单塔自锚抗震悬索钢桥；

2014年3月，马来西亚槟城第二大桥举行
通车典礼，标志着东南亚地区最长跨海大桥正
式通车；

2014年12月，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
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企
业在欧洲承建的首个大桥工程，已成为一道横
跨多瑙河的风景；

2 0 1 6年 4月，东非最大斜拉式跨海大
桥——— 基甘博尼大桥开通运营，这是撒哈拉以
南非洲最大的斜拉式跨海大桥……

如今，“中国造”桥梁遍及亚洲、非洲、欧
洲、美洲，中国建桥人奋战在世界各地。“中国
造”桥梁跨越天堑，连通世界，正在成为一张响
亮的“中国名片”。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誓将天堑变通途
——— 中国桥梁发展综述

卡塔尔断交风波１１日出现缓和迹象。参
与调停斡旋的科威特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哈
立德发表声明说，卡塔尔表示愿意和与其断
交的海湾国家举行对话。

哈立德经由科威特官方通讯社发布这份
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团结对海湾国家来说
“至关重要”，卡塔尔“表示愿意举行对
话”。声明没有提供更多详情。

本月５日，沙特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宣布与
卡塔尔断交后，科威特和土耳其当起了调停
人。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连日来奔走于沙
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试图平息这场震
动中东地区的外交风波。

沙特、巴林和阿联酋１１日也分别发表声
明说，政府官员会考虑到“人道主义案

例”，允许部分卡塔尔人继续留在境内。这
三个国家５日对居住在本国的卡塔尔人下逐客
令，要求他们１４天内离境。

美联社报道，这条逐客令给不少当地人
造成不便。海湾国家人员往来频繁，互相通
婚屡见不鲜。如果严格执行，这条命令可能
会让一些家庭“妻离子散”。

卡塔尔１０日晚也发表声明，让居住在该
国的沙特人和其他受断交风波影响的外国人
“放宽心”。声明说，尽管与卡塔尔断交的
国家发起“敌对且鼓动人心的攻势”，但卡
塔尔不会像他们一样撵人，来自这些国家的
人员有“完全的自由”留在卡塔尔。

卡塔尔虽是富国，但除石油和天然气
外，资源贫乏，主要生活物资几乎依靠进口，

而大部分货物经由海湾国家运至卡塔尔。沙
特、阿联酋、巴林是卡塔尔进口量最大的国家，
从这三个国家进口到卡塔尔的货物占到由海
湾国家进口总量的９０％以上。断交风波发生
后，沙特等国切断了与卡塔尔的海陆空联系，
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为缓解卡塔尔的民生压力，伊朗和土耳
其伸出援手。伊朗航空公司１１日向卡塔尔发
出第六架满载蔬菜的货运飞机。断交风波爆
发以来，伊朗已经向卡塔尔援助了９０吨蔬
菜。

伊朗媒体报道，３艘装载３５０吨水果的货
船１１日从达耶尔港口启程，驶向卡塔尔。土
耳其方面则一直在向卡塔尔提供奶制品。

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５日宣布与卡塔

尔断交，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
坏地区安全局势。随后又有多个国家宣布与
卡塔尔断交。

就多国宣布与其断交，卡塔尔外交部５日
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和震惊，认为此举“毫无
缘由”。

另据科威特通讯社报道，谢赫萨巴赫·哈
立德·萨巴赫11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
认识到海湾各国对一些问题存有不同看法，
并愿意通过对话消除其他海湾国家的疑惑，
增进地区安全稳定。

声明说，科威特将继续本着海湾国家团
结友好的宗旨，在相关国家间积极斡旋，寻
求从根本上化解当前纠纷。

（综合新华社电）

卡塔尔断交风波有望缓和

重大工程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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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２日电 财政部日前发布消息
称，近日，财政部安排拨付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３０７．０１亿元，加上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提前下达的５５３．９４亿
元，截至目前，２０１７年预算安排补助地方中央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８６０．９５亿元已全部拨付地方。

据介绍，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依据新的《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采取因素法进行测算
分配，用于支持扶贫发展、少数民族发展、以工代
赈、国有贫困农场扶贫、国有贫困林场扶贫、“三
西”农业建设等方面。资金分配向西部地区、贫困革
命老区、贫困民族地区、贫困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
区倾斜，聚焦脱贫攻坚主战场，分配给中西部２２个省
份的资金规模占总规模的比例达到９７．４％。此外，进
一步加大对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凉山、怒
江、临夏等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

中央拨付２０１７年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８６０．９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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