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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7日，由交通行业企

业中铁十四局等单位参建的山东潍坊抽水蓄
能电站通风兼安全洞工程顺利贯通，较原可
研阶段计划提前6个月完成，为首台机组顺
利投产发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山东潍坊抽水蓄能
电站位于临朐县，靠近山东省中部负荷中
心。该电站于2020年11月11日开工建设，计
划2026年12月首台机组发电，2027年10月4

台机组全部投产。电站投运后，可有力支撑
山东省新能源发展，有效提高山东电网调
峰、调频、调相能力，显著提升山东电网运
行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经济性，每年可减少
原煤消耗约30 . 6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1 . 9万吨。

为了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山东潍坊抽水
蓄能有限公司积极与临朐县政府合力推进前
期征地拆迁等相关问题，安排专人与国土局
合署办公，两个月内取得先行用地批复，三

个月内取得临时用地批复，大幅缩短了土地
报批时间，为工程的顺利开工创造了良好开
局。

据悉，电站通风兼安全洞工程全长1060
米，施工过程中山东潍坊抽水蓄能有限公
司引领设计、监理、施工参建各方，统筹
疫情防控，精心组织施工，合理安排施工
工序，努力克服地下工程地下水、不良地
质等不利因素影响，历经8 . 5个月洞挖施
工全部完成。通风兼安全洞作为抽水蓄能

电站的关键线路，为后续的地下厂房开
挖、机电设备安装、机组顺利投产创造了
有利条件。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一种可靠的储能方
式，将成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电力供应，确保
电网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推动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更好地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记者 王晓芳 吴荣欣 报道
本报滨州讯 实施山东港口滨州港、黄

骅港、套尔河港、小清河港“四港联动”
战略，是滨州市委、市政府着眼全市发展
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今年以来，滨州市
委、市政府把“四港联动”作为“83”工
程首位改革事项强力推进，并取得阶段性
成效。

滨州市拥有海岸线126 . 44公里，新一
轮海岸线修测将增加成陆区面积105 . 5平
方公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将调出盐
田、生产作业区21万亩，整个沿海还有可利
用地60万亩，为未来产业布局提供了巨大空
间。随着渤中19-6凝析气田登陆，一批高
端化工项目陆续落地，一个庞大的沿海产业
集群呼之欲出，成为支撑未来滨州发展的重
要经济增长极。

据了解，山东港口滨州港、套尔河港直
接腹地运输需求13266万吨，现实优势运量
仅5560万吨；市内公路运输占76%、铁路占
4%、水运占20%，迫切需要整合港口资

源、完善互通体系、重塑运输结构。通过
‘四港联动’战略实施，构建四港之间、
港口与腹地企业和外部港口之间的循环联
动体系，对打造有滨州特色、竞争优势的
港口集群，重塑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港产
城融合发展，促进滨州‘向海向洋向未
来’开放发展、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为改变全市港口资源比较分散、权属不
一的现状，滨州市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实施
系统集成改革，成立交投集团，将滨港公司
整体划入；控股经营化工码头；沾化、无
棣、北海相关国企人员、资产、债务一并整
合划转，保持现行财税、统计体制不变，整
合临港滩涂、海域、岸线和码头资源，通过
市场化运作、集聚式发展，港群发展优势、
改革溢出效应将得以充分释放。针对基础设
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滨州市加大协
调、磋商、谈判力度，有力保证了工程项目
顺利实施。

下一步，滨州将壮大港口集群优势。

加快山东港口滨州港航道、泊位和小清河
复航工程建设，制订套尔河港区航道提升
方案，提升港航承载度；近期出台交投集
团组建方案，加快资产划转，尽快实现正
常运转。通过借力黄骅港综合大港优势，
统筹市内港口资源，着力打造以山东港口
滨州港为核心，套尔河港、小清河港为补
充，秦口河、大口河、徒骇河港等N个支
点为延伸的港口集群，推动向产业港、贸
易港、枢纽港转型，到2025年，港口吞吐
量达到1亿吨以上，建成布局合理、资源
集约、绿色低碳、保障有力的“亿吨大
港”。

滨州市将重塑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进
秦滨高速、G228丹东线，鲁北高新区至黄
骅港和滨州港铁路专线，货运铁路专用线，
通港管输系统等重点项目建设，研究制订铁
路进港区实施方案，研究开通四港之间海上
航线，构建公铁水互联互通体系，推动“公
转水”“公转铁”颠覆式变革，实现“公铁
水空管”多式联运。加快推进滨州港物流

园、金达铁路物流园、鲁港现代物流园、邹
平铁路物流园等重点物流园区建设，着力构
建以山东港口滨州港为主枢纽，以套尔河港
区、小清河港邹平港区及博兴港区、鲁北物
流园为货运节点，以匹配物流园区为支撑的
“一枢纽、四节点、多中心”现代物流体
系。

为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滨州市将坚持
港口集群、主导产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壮大以山东港口滨州港和北海经济开
发区为主体的临港产业发展核心，打造北
海、沾化、无棣临港产业带，拉动腹地邹
平、博兴小清河产业带和其他县区多个产
业组团做大做强，形成“一芯、两带、多
组团”产业发展新格局，实现“以港兴
产”“以港兴城”。坚持陆海统筹，研究
开通滨州港口集群至其他域外港口海上航
线，实现与环渤海、京津冀、东南沿海沿
江、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国内港口的循环
联动，把“四港联动”打造成全市对外开
放的新高地。

□记者 王晓芳 通讯员 金科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年来，东昌府区坚持把“路长制”工

作同“四好农村路”建设同步实施，在“高标准规划、大规模
投入”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优化布
局，推动“路长制”工作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深层次推动”迈
进，实现了辖区内农村公路养管全覆盖无盲区。

“我们按照‘修建一条道路、绿化美化一条道路、建设一
条绿色廊道、打造一条美丽公路’的思路，大力开展‘路长制’
工作。”东昌府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实施路域环境综合整
治过程中，共投资6亿元，对国省道、县乡道两侧违章建筑进
行统一拆除，共拆除43万平方米，并实施绿化，撒播草花，达
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有效减少道路扬尘。

此外，依托《东昌府区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实施
方案》，东昌府区按照“分级管理、多方监督”的原则，规范基
层管理工作，推行精细化管理，全面构建规范、科学、高效的
管理体系，建立由区、镇（街道）、村和涉路部门负责人组成的
全方位“路长制”管理体系；健全区级执法队伍、镇级监管队
伍、村级护路队伍的“三级”管理体系，高标准建设镇
（街道）级“路长制”及农村公路管理机构。

□邱学文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

项行动暨农村公路秋冬季养护活动现场推进会在莒县召开。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专项行动的开
展情况，并就秋冬季养护作出安排部署。

来自各区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局）的有关负责同志和业
务科长观摩了莒县部分农村公路提质增效和养护现场，并进
行了座谈交流。会议要求各区县认真开展农村公路集中养护
活动，紧紧围绕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市和农村公路高
质量发展目标，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路长制”，提升农村公
路管理养护成效，努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农村公路路域环境。

据悉，今年以来，日照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加快推进“四
好农村路”建管养运一体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行农村公
路“路长制”，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并作为全省唯
一地级市入围全国“四好农村路”市域示范创建突出单位。全
市共完成路网改造提升工程270公里、路面状况改善工程550
公里，改造危桥25座，完成村道公路安防工程181公里。

□陈昕路 马纯强 报道
本报禹城讯 11月22日进入小雪节气，气温有所下降，

但禹城市“四好农村路”改造现场一派紧张忙碌的场面，施
工人员抢抓工期，猛赶进度，为圆满完成“四好农村路”改
造作最后的冲刺。

几十年一遇的秋汛，不但给正常施工带来严峻挑战，而
且对如期完工造成很大压力。为确保把因秋汛耽误的工期夺
回来，禹城市“四好农村路”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会同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及时调整施工方案，采取一路一策，一桥一
策，抢抓工期进度。施工单位早晨5点开工建设，一直持续
到晚上七八点钟，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每天晚上监理人员
通过“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群通报当日工期进度。对进度
迟缓的路段，禹城市交通运输局分包督导人员第一时间与施
工单位，监理人员会商拿出赶超措施并监督落实落地。通过
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目前，“四好农村路”改造工
程进度超过预期，累计完成水泥土施工75 . 35km，水泥混凝
土路面施工36 . 89km，高铁路、禹辛路、安莒路、梁望路4
条专线通道完成水泥土基层15 . 6km，水泥稳定碎石施工完
成4 . 2km，桥梁灌注桩完成3座。

“‘四好农村路’建设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
要切实发挥好牵头汇总作用，集聚各种要素，整合各种资源，
会聚各方力量，努力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当先行，作
表率。”禹城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玉刚说。

东昌府区“路长制”
实现农村公路养管无盲区

日照全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

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

滨州“四港联动”奔向“亿吨大港”

潍坊抽水蓄能电站通风兼安全洞工程贯通

□田源 李浩阳 孔娴璐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2月2日傍晚，落日的

余晖洒在湍急的黄河水面上，将正在建
设中的沾临高速黄河特大桥（以下简称
沾临黄河特大桥）映衬得更加高大。该
桥钢混组合梁全断面顶推施工工艺，主
桥预制桥面板采用“UHPC无粗骨料混凝
土+90℃高温蒸养”模式，这两项施工技
术应用在国内都尚属首次。

沾临黄河特大桥是黄河下游跨径最
大桥梁，由中交一公局集团承建，全长
4630米，是沾化至临淄高速公路重点控
制性工程，主桥设计为双塔双索面钢混
组合梁斜拉桥，采用全预制拼装结构，
共有钢混组合梁节段80个，单节段最大
重量410吨。

8月2日，沾临黄河特大桥完成首轮
钢混组合梁全断面顶推施工，这是国内桥
梁领域首次成功应用带桥面板全断面顶
推施工工艺。

据了解，沾临黄河特大桥主桥钢混
组合梁顶推过程包括钢结构块体组拼、
桥面板叠合、组合梁滑移施工、顶推施
工等步骤，每4个节段为1个轮次，总计需
要滑移、顶推20轮次。首轮次钢混组合梁
顶推长度48米，总重量约1600吨，需12台
步履式千斤顶同时作业。千斤顶每向前推
动一个行程，梁体向前滑移80厘米，最终
历经24小时的紧张作业，前后移动60次，
完成首轮次钢混组合梁顶推施工。该工艺
最后一轮次顶推重量达2 . 7万吨，共需88
台千斤顶、200余名工人同步施工，施工
难度大，在公路桥梁行业内属于领先水
平。

由于顶推重量大、距离长，控制难
度极大，稍有偏差就会导致全桥侧移、
扭曲。为确保大桥建设按照既定位置稳
步向前，项目团队采用螺杆调节法大大
提升钢梁调整效率，同时强化信息化手

段和监测手段，实时跟踪、监测顶推数
据，确保实现“毫米级”精度控制。同
时，项目团队将施工平台设计为拼装
区、现浇养护区及辅助张拉区，实现各
工序同步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工期，加
快施工进度。

作为沾临黄河特大桥主桥施工的关
键节点，首轮钢混组合梁顶推施工的成
功完成，标志着黄河特大桥迈出跨河第
一步，当前，沾临黄河特大桥顶推施工
已经顺利进行到第6轮次，完成整体顶推
的30%。

沾临黄河特大桥主桥预制桥面板设
计为国内少用的无粗骨料UHPC超高性
能混凝土，采用“UHPC无粗骨料混凝
土+90℃高温蒸养”模式，该种类施工
技术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UHPC混凝
土具有高强、高韧等特点，沾临黄河特
大桥主桥桥面板设计板厚度仅为17厘
米，强度高达150MPa，与常规类似桥
面板相比，在同等条件下能尽量降低桥
梁自重荷载，使桥梁结构更轻巧、经
济、耐久。

然而，要让仅17厘米厚度的桥面板

抗压强度达到150MPa，无论在生产线建
设、工装配置还是施工工艺等各方面都
困难重重。对此，山东高速集团牵头，
联合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及清华大学
共同对UHPC工艺进行研究，山东沾临二
标二分部项目负责具体施工技术应用及
相关工艺总结、优化。

沾临黄河特大桥建成后，将有效缓
解长深、荣乌、滨莱高速公路通行压
力，连接起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
和济南都市圈两大区域，对助力滨州市
黄河两岸经济腾飞具有重要意义。

沾临黄河特大桥两项施工工艺国内首创

大桥顶推数据实现“毫米级”控制

抓工期 赶进度

禹城“四好农村路”改造

进入冲刺阶段

□刘彦汝 报道
本报兰陵讯 12月6日，大仲村镇向阳庄村村民陶某某

在向阳—陶屯的乡道上发现路面有一处损毁，作为一名路政
“啄木鸟”，他随即拍照并上传至“公路啄木鸟——— 大仲村
镇”微信群。下午，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就安排技
术人员对该处破损进行了修补。

今年8月份，兰陵县交通运输局创新路政管养模式，坚
持“当下治”与“长久治”并重，以实施公路“路长制+”
为抓手，积极引导社会群众参与农村公路管养工作，启动路
政“啄木鸟”行动。该局从村里招募志愿者，在日常生活
中，用镜头“啄”出身边的村路损毁、“五大堆”、安全隐
患、涉路违法等现象，并建立县、镇两级快速反应微信服务
平台，实行“啄木鸟吹哨，部门报道”，实现了农村公路管
养“发现、上报、交办、反馈”2小时应急处理的环形闭联
模式，极大提升了农村公路管养效率。

路政“啄木鸟”行动启动以来，全县17个乡镇（街道、
办事处）600个行政村2000余名志愿者化身“啄木鸟”，共
为全县农村公路“找茬”近2000起，成为提升农村公路管养
水平的一股强大推力。

兰陵路政“啄木鸟”在行动

□记者 王晓芳 报道
本报乐陵讯 今年，乐陵市交通运输局时刻树牢安全理

念，在道路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监管、安全生产防范等领域全
面履责，全力以赴预防和遏制因施工引发的安全事故，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保障道路施工安全推进。

该局设立专门安全生产工作小组，负责道路施工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一方面进行日常安全隐患检查，尤其对重点部
位、细节部位加大检查力度，将巡查出的安全隐患登记造册，
并迅速进行整改；另一方面对施工企业在日常施工安全、生产
法规等领域进行培训，每月定时召开安全生产施工会议，传达
上级有关安全要求，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乐陵市交通运输局对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天气状况，坚决
要求道路施工单位停工停产。对已完成的路面铺设，提前做
好路肩整理，将施工现场封闭工作做实。实行24小时值班制
度，不断强化极端灾害性天气应急保障能力，并组建应急抢
险小分队，配备相应的抢险机械设备及物资，随时做好应急
保障工作。

乐陵市交通运输局
全力以赴保障道路施工安全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9日，随着K68列车

驶过济南站京沪四线拨移施工线路，标志着
由中铁十局施工的郑济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
程施工圆满完成。作为郑济高铁建设过程中
重要的一环，郑济高铁由此开启与济南枢纽
的互联互通。

此次济南站京沪四线拨移施工是郑济铁
路引入济南枢纽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

一，涉及工务、电务、电牵专业立体交叉施
工，本次施工要在180分钟内完成890米线路
拨移，最大拨移距离0 . 56米，同时，相应
的接触网和电务信号设备根据线路同步改
移，时间之短和距离之长十分罕见。

为圆满完成任务，中铁十局精心筹划、
科学组织，调集营业线施工精兵强将——— 管
理人员100余人和作业人员300余人，经过事
前多次研判和推演，实现了“一点不晚、一
人不伤、一事不出”的既定目标。京沪四线
拨移后，与济南站南1股的线间距离由4 . 8
米增加至5米，与京沪三线间距由4 . 3米改
为4 . 02米，除了为郑济高铁今后接入济南
站提供了基础，还为“绿巨人”出入济南站

动客车整备所的重要通道南1股电气化施工
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郑济高铁西起河南郑州，东至山东济
南，全长380公里，是国家“八纵八横”高
铁网的重要连接线，山东省“四横六纵”高
铁网的西部出省通道，也是济南“米字型”
高铁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铁十局承建的
郑济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程，沿既有京沪线
和胶济线呈西南至东北走向，由经十路腊山
立交附近至历山路铁路立交桥附近，全线长
度9 . 5公里，包括新建济南站动客车整备
所、济南机务段改造、济南站改造、济南站
至大明湖站新增胶济三线、大明湖站改造工
程，横跨济南市东西城市区域，多为济南铁

路枢纽的“心脏”工程，施工难度大，营业
线施工安全风险高。项目建成后郑济高铁将
正式融入济南铁路枢纽。

郑济高铁引入济南枢纽工程建成后将构
建起山东半岛特别是胶济客专、济青高铁、
京沪线沿线与中原及西部地区联系的快速客
运通道，是打造济南都市圈快速客运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将有效提高铁路运输能力和运
输质量，从而满足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的需要。届时，郑州至济南的铁路列车运
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并将结束河南与山东之间不直通高铁的历
史，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便利群众出行具
有重要意义。

济南站京沪四线拨移施工圆满完成

郑济高铁与济南枢纽开启互联互通

□赵亚京 报道
顶推施工-UHPC超高性能混凝土桥面板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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