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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观察·走进重大工程一线⑤R

■新视点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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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路，串起鄱阳湖、景德镇、黄山等

著名景点。

一路前行，碧水连天、稻浪万顷、民居散

落，尽展大美河山。

这就是由江西南昌市经景德镇市至安徽

黄山市的昌景黄高铁，正线全长 289.9 公里，

全线设 10 个车站。

8 月 25 日，随着首趟检测列车从黄山北

站开出，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昌景黄高铁

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离开通运营又近了

一步。

生态之路
赣北四县一市告别不

通 350 公里时速高铁的历
史 ，全 面 兑 现“ 美 丽 昌 景
黄”生态工程目标

华东地区，路网发达，为何要新建昌景黄

高铁？

昌景黄高铁建设单位——昌九城际铁路

公司总工程师张捍东分析，建设昌景黄高铁

有两大好处：

一是缓解沪昆高铁客运压力。目前，经

沪昆高铁从上海、浙江前往江西、湖南客流较

大、运力紧张。昌景黄高铁与沪昆高铁平行，

未来作为辅助补充线路，可有效缓解沪昆高

铁运行压力。

二是完善区域高铁交通网。昌景黄高铁

经南昌枢纽可衔接京港、沪昆高铁，经黄山可

连通合福、杭黄高铁，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连

通长三角的又一条高铁大动脉。

“昌景黄高铁开通运营后，还实现了江西

北部多条既有铁路的互联互通，将结束浮梁、

乐平、余干、鄱阳、景德镇四县一市不通 350
公里时速高铁的历史。”张捍东说。

独具匠心的选线，也让昌景黄高铁成为

“最美铁路”的有力竞争者。黄山、瑶里古镇、

鄱阳湖……高铁线路穿行其中，有山景、有湖

泊、有稻田，美不胜收。

“风景这么美，决不能因施工对环境造

成 破 坏 。”张 捍 东 说 ，昌 景 黄 高 铁 穿 越 了 长

江 江 豚 繁 殖 地 鄱 阳 湖 、无 公 害 水 产 品 养 殖

基地军山湖、白天鹅群居栖息地金溪湖，以

及多个动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对环保要

求极高。

建设过程中，各施工单位严格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从取弃土（渣）场设计、泥浆

排放、隧道污水处理到动物栖息地保护、基

本农田保护、线路绿化，全面做好铁路沿线

生态保护工作，全面兑现“美丽昌景黄”生态

工程目标。

就拿金溪湖特大桥来说，大桥全长 33.1
千米，跨越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重要支

湖、属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金溪湖。

“整个施工过程，所有的泥浆、渣土、污水

全部外运。对可能飞溅出来的污泥，还采用

泥浆箱进行防护，决不污染湖水。同时，对开

挖区域第一时间回填，喷洒草籽，及时将‘绿

色’归还大自然。”中国铁建十四局昌景黄站

前 6 标项目部总工程师谷朝锁说。

昌景黄高铁施工现场，还常出现江豚嬉

戏的动人画面。

信 江 西 支 特 大 桥 ，地 处 鄱 阳 湖 余 干 段

康 山 大 堤 水 域“ 江 豚 湾 ”的 上 游 ，大 桥 墩 高

水 阔 ，多 组 连 续 梁 首 尾 相 接 ，甚 是 壮 观 雄

伟。中国铁建二十五局昌景黄 5 标三分部

项目负责人程亮林说，每当在桥上，看见江

豚 在 湖 中 嬉 戏 ，所 有 人 都 特 别 开 心 ，“ 这 证

明 我 们 工 作 做 到 位 了 ，施 工 没 有 对 周 边 水

质造成影响。”

创新之路
“累积滑移”、溶岩框构

桥、简统化接触网等一批新
工艺新技术得到应用

昌景黄高铁是一条“生态之路”，也是一

条“创新之路”。

看南昌东站，站房建筑以“霞鹜齐飞，瑞

祥绽放”为主题，建筑主体如展翅翱翔的“霞

鹜”，飞腾的羽翼极具动感。

出彩、灵动的设计给施工提出了难题。

南昌东站的屋顶由“三联拱”钢桁架构成，覆

盖面积达 5.8 万平方米，总重约 1.4 万吨。这

样一个异形、大体量的钢结构屋顶，应如何施

工？中国中铁建工集团南昌东站项目总工程

师熊贻飞介绍，经过多方案比较论证，建设团

队创新采用了“累积滑移”工艺，即将屋盖十

四榀钢桁架分为 190 个散装单元，在站房东

侧拼装成整体后，再通过轨道分 3 次向西顶

推滑移到位。

2023 年 2 月 18 日，随着指挥人员一声令

下，长 220 米、宽 86 米、重 2400 多吨的第一部

分 4 榀钢桁架启动滑移。在智能系统的指挥

下，23 台推力达 60 吨的液压顶推器同时发

力，推动组件向前移动，不同部位精度误差不

超过 5 厘米。

“三联拱屋盖钢结构整体同步滑移技术

在全国铁路站房项目中尚属首例。”南昌铁路

建设指挥部房建管理室主任喻学华说，这种

工艺兼具了安全性与经济性。2023 年 4 月 10
日，南昌东站站房屋盖钢结构顺利滑移到位，

工期比预期提前了一个半月。

再看洋墩洲昌江特大桥。它地处岩溶强

发育区，钻孔见洞率为 96.6%。施工过程中，

项目部发现地下多为串珠状溶洞，溶洞最大

深度可达 115 米。

这样的地质条件，成孔成桩难度极大。

“串珠状溶洞，意味着地下溶洞是互联互通

的。”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昌景黄 3 标总工程

师周雨超说，一般桥梁采用桩柱式结构，箱梁

下是桥墩，桥墩下是承台，承台下是桩基。面

对岩溶强发育地质，桩基施工时需要往地下

打 100 多米才能打到完整硬质岩。且要将所

有溶洞填满，桩基灌注时需要极大的混凝土

浇筑量，特殊墩台钻孔成桩需耗时 1 至 2 年。

为减小施工难度、确保工期，建设单位优

化设计，将桩柱式结构变为框构结构，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溶岩框构桥。“在雪地上前行，用

双 脚 行 走 容 易 踩 出 坑 来 ，借 助 滑 雪 板 则 不

会。同样的道理，比起桩柱式结构，框构结构

受力面积更大，能更好确保桥梁稳定性，且工

期可控。”周雨超说。

最后看昌景黄高铁的“四电”施工。这是

继盐通高铁之后，我国第二条采用“参数统

一、结构简化、零件集成”简统化接触网技术

方案的高速铁路。

高速铁路接触网，是沿铁路线上空架设

的输电线路，高铁列车运行依靠的电流就是

通过机车上端的接触网来输送的。“采用传统

方案，接触网零部件种类多、结构复杂。”中国

铁建电气化局昌景黄项目部党工委书记廖军

华介绍，项目部创新应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自动化生产线，提前精确预配零部件，再在现

场一次性安装到位。较传统模式，昌景黄高

铁接触网的安装零部件减少了 1/3，安装效

率提高了 1/3，运营成本降低了 1/3。

不仅如此，昌景黄高铁所有电气化设备

所亭，通过加装智能巡检机器人等方式，均实

现了无人值守。“所有设备均可远程操控，智

能摄像头可实时监控设备状态，节省了大量

值守人力。”廖军华说。

发展之路
将串起黄金旅游线，

助力乡村振兴，带动产业
发展

根据规划，昌景黄高铁将于今年底正式

开通运营。届时，将给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诸多利好。

精心规划，串起黄金旅游线。

昌景黄高铁开通后，南昌到黄山的铁路

通行时间由 2 个半小时缩至 1 个多小时，景德

镇与黄山实现半小时通达。列车奔驰，把赣

皖两省名城、名镇、名湖、名山串联起来，形成

一条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我们预计，新线开

通将大大助力旅游业发展，带动沿线经济发

展。”张捍东说。

以前，游客前往瑶里古镇，需从景德镇市

区坐公交到浮梁县，再从浮梁汽车站坐班车

到瑶里古镇，全程超两个半小时。昌景黄高

铁开通后，从景德镇北站出发，十多分钟即可

到达浮梁东站，下车后几分钟就能达到瑶里

古镇。“今年一季度，瑶里风景名胜区客流量

达 3.5 万人次。昌景黄高铁开通后，游玩人数

还将大幅提升。”浮梁东站站长吴金华说。

打开空间，助力乡村振兴。

一出余干高铁站，满眼是绿，稻田一望无

际，这里就是江西余干县沿河村。“高铁通到

家门口，从南昌过来，只需 15 分钟。村里的

采摘园生意更有保障了。”余干金农仓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仕军说。

眼下，沿河村还计划在余干高铁站开设

特产店，展示余干辣椒、白马肉鸽、乌泥红毛

鸭、大湖螃蟹、瑞洪乌鱼、生态泥鳅、晨阳芡实

等特色农产品。“铁路大动脉打通后，山货进

城将有更多渠道。”南铁驻沿河村第一书记连

诚说。

提升运力，带动产业发展。

“我经常要跑杭州进货，以前都是汽车出

行，有高铁就方便多了，速度也更快。”在余干

县从事服装生意的个体户袁江华说。

“我一直有去安徽做生意的想法，昌景黄

高铁开通后，将大大缩短景德镇来往安徽的

时间。”在景德镇从事陶瓷生意的老板曹义和

憧憬着，昌景黄高铁开通后，景德镇的瓷器文

化将乘着高铁“东风”持续走出去。

据介绍，联调联试是工程完成静态验收

后，采用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

组和相关检测设备进行综合测试。完成联调

联试后，昌景黄高铁将进入试运行阶段，为正

式开通做好准备。

上图：一辆长轨运输列车行驶在昌景黄

高铁鄱阳湖特大桥上。 吴 迪摄

正线全长 289.9公里的昌景黄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赣皖再添高铁新通道
本报记者 李心萍

坚持把创新作为新
能源发展的根本动力，努
力实现技术持续进步、效
率持续提高、成本持续下
降，定能为构建绿色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提供有力
支撑

今年上半年，光伏主要制造

环 节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均 在 60% 以

上；前 7 月，风电光伏发电新增装

机超 1.2 亿千瓦，占全部新增发电

装机的比重超 70%，光伏发电工

程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08.7%……

随着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入，以

风电光伏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正成

为当前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

风电光伏更“风光”，离不开

我 国 积 极 稳 妥 推 进 碳 达 峰 碳 中

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治 理 的 大 背 景 。 在 全 国 碳 排 放

中 ，能 源 活 动 碳 排 放 占 八 成 以

上 ，风 电 光 伏 等 新 能 源 是 实 现

“双碳”目标的关键力量。在沙

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

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优化

新能源项目接网流程，加大绿色

债券、绿色信贷对新能源项目的

支 持 力 度 …… 一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相继实施，为新能源快速发展提

供了动力。

政策环境有利，自身创新同

样给力。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行

业 加 快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和 装 备 攻

关，降本增效不断取得新进展。

近 10 年来，风电大功率齿轮箱、

百 米 级 叶 片 等 关 键 部 件 持 续 突

破，光伏量产单晶电池转化效率

多次刷新世界纪录；风电项目单

位千瓦造价从 8000 元降至 4000
元左右，光伏发电项目单位千瓦

造 价 从 1.2 万 元 降 至 4000 元 左

右，不少项目度电成本与煤电相

当 甚 至 更 低 。 国 家 能 源 局 数 据

显示，我国生产的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齿轮箱等关键零

部件，已占全球市场份额七成左右，全球新能源产业重心

进一步向中国转移。

符合绿色低碳发展大方向，技术水平和经济性又大幅

提升，让新能源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也要看到，

新能源要实现更大规模发展，除了锻造风电、光伏的优势

长板，还要补齐短板，强化储能、氢能等前沿科技攻关。当

前，低成本、大容量、长时间、跨季节调节的储能技术还有

待突破；氢能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制氢、储氢、运氢及应

用尚未形成高效完备的产业链，部分技术装备与国际一流

水平还有差距。面向未来，惟有统筹推进锻长板和补短

板，才能更好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最为关键的还是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向着更高效

率、更低成本方向努力。《“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

出：开展新型储能关键技术集中攻关，加快实现储能核心

技术自主化，推动储能成本持续下降和规模化应用；适度

超前部署一批氢能项目，力争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取得

突破，推动氢能技术发展和示范应用。这些举措，都有助

于持续增强新能源产业竞争力。

全球首台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装，深远海风电

施工能力实现重要突破；中国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

建成投产，实现我国绿氢工业化规模应用零的突破；超级

电容储能、固态电池储能、钛酸锂电池储能等新技术投入

工程示范应用，呈现多元化快速发展态势……眼下，无论

是锻长板还是补短板，都有不少好消息。应当看到，我国

能源市场空间大、工程实践机会多，坚持把创新作为新能

源发展的根本动力，努力实现技术持续进步、效率持续提

高、成本持续下降，定能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提

供有力支撑。

风
电
光
伏
更
﹃
风
光
﹄
带
来
的
启
示

丁
怡
婷

城市通勤效率是影响城市宜居指数的重

要因素。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单位发布《2023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

主要城市 45 分钟以内通勤比重平均为 76%，

其中超大城市平均为 69%、特大城市平均为

77%，近半数超大、特大城市 45 分钟以内通勤

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超大城市 60 分钟以

上极端通勤得到改善，北京极端通勤人口比

重约为 28%，比上年降低 2 个百分点。

“近年来，我们加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的编制和实施，加快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

的规划建设，推动人行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

道建设，提升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群众通勤体验得到改善。”住房城乡建设部城

市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同时要看到，部分城市职住分离情况仍

需重视。根据《报告》，主要城市 5 公里以内

幸 福 通 勤 人 口 比 重 为 50%，连 续 3 年 下 降 。

超大城市平均通勤距离为 9.6 公里。其中，北

京市的平均通勤距离为 11.7 公里，仍是通勤

距离最长的城市。

“平均通勤距离体现了职住分离的真实

状 况 ，决 定 着 交 通 压 力 与 基 础 设 施 投 入 力

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告诉

记者，5 公里以内通勤比重越高，说明城市能

够就近职住、绿色出行，拥有幸福通勤体验的

人口比重越高。

从城市轨道覆盖以及公交接驳情况看，

《报告》显示，2022 年，选取监测的 41 个地铁

运营城市轨道总里程近 1 万公里，轨道站点

800 米周边区域覆盖的通勤人口比重平均水

平为 19%，同比增加 2 个百分点。“每公里新

开 轨 道 线 路 ，有 的 城 市 能 够 服 务 4000 人 便

捷通勤，有的城市只能够服务 1700 人。”王

凯认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并不能只看

长度，还得看效率，注重线路走向和通勤需

求相契合。

再 看 45 分 钟 公 交 服 务 能 力 。 根 据《报

告》，我国主要城市 47%的通勤者 45 分钟内

能够通过公交方式通勤，超半数城市的公交

通勤效率比上年有所提高。“靠近居民区提升

线路覆盖率，持续优化公交接驳，提升‘最后

一公里’出行体验，对于改善通勤体验十分重

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孔

令斌说。

为了打造更加快捷便利的通勤交通，不

少城市正在采取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路网结

构、推进交通治理等措施。

在北京，经核定的单位通勤班车在早晚

高峰时段可使用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明显

提升；在上海，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开行多条接

驳公交，强化共享单车投放；在成都，借助“智

慧大脑”辅助城市公交高效进行排班、发车等

工作，优化乘车体验……专家表示，随着多种

举措逐步落地，市民的“上班路”将更加舒心

顺畅。

近半数超大特大城市 45 分钟以内通勤比重提高

打造更加快捷便利的通勤交通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将实施

本报电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4 部门组织编制了《新

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 年）》，以定量与

定性结合的方式，分别提出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的“三

步走”目标，工程化推进实施。到 2025 年，支撑新兴产业发展

的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引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标准加快形

成；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000 项以上，培育先进团体

标准 300 项以上，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 1 万家以

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300 项以上，重点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

超过 90%。实施这一工程，将有助于持续完善新兴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究，充分发挥标准的行

业指导作用，引领新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温馨）

上半年以工代赈吸纳就业 120余万人

本报电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各

地在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大

力实施以工代赈政策，充分挖掘工程项目吸纳当地群众就业

潜力，取得明显成效。据调度，上半年，各地通过在相关建设

领域实施以工代赈，已累计吸纳群众务工就业 120 余万人，发

放劳务报酬 140 亿元，人均增收 1.1 万余元，有效拓宽了农村

低收入群体和城乡就业困难劳动力就近就业渠道。其中，25
个省份在 57 个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涉及交

通、水利、能源和生态等建设领域。四川、西藏在雅安至林芝

段铁路中实施以工代赈，吸纳 2 万多名群众务工就业，人均增

收 2.6 万元。湖南、甘肃、新疆等 7 个省份在大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生态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吸纳 4800 余名群

众务工，预计发放劳务报酬 1 亿元。 （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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