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成都 11 月 28 日电

（记者李心萍、宋豪新、李凯

旋）28 日，四川成都至青海西

宁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

开通运营。这是川西北高原

首条铁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自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川 青 铁 路 起 自 成 都 东

站，接入西宁站，正线全长约

836 公里，设计时速 200 公里，

为国家Ⅰ级双线铁路。青白

江东至镇江关段正线全长 206
公里，开通后，成都东站至三

星堆、镇江关站最快分别 18
分、86分可达。该线路途经三

星堆、中国古羌城、牟尼沟等

旅游景区，将为沿线旅游等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

江关段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

高原东部边缘过渡的高山峡

谷地带，沿线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难度大。该项目自 2011
年开工，建设者架设 33 座桥

梁，建成 10 座隧道，确保工程

如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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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28 日电 （记 者丁

怡婷）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

全面推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各地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进一

步健全，设施网络布局更加完善，运行

效率、整体效益和集约化、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各地基本

建成人民满意、功能完备、运行高效、智

能绿色、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

近年来，我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

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在统筹规划、协同

发展、精细治理、服务质量等方面还存在

突出问题，与新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还不适应。《指导意见》从科学

编制并实施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推

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化协同化发

展、促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绿色智

能发展、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关

举措。

《指导意见》提出，要有序推进城市

快速干线交通系统建设，积极实施城市

生活性集散交通系统建设，加快开展城

市绿色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生活性集

散交通系统由城市主次干路、支路和公

交站点、物流配送设施等组成，是生活

出行和交通集散的基础系统。《指导意

见》提出，优化道路网的级配结构，提高

道路网连通性和可达性，实现城市建成

区平均道路网密度达到 8 公里/平方公

里以上。

促进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绿色智

能发展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实施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多杆

合一、多箱合一”，建设集成多种设备及

功能的智慧杆柱，感知收集动态、静态交

通数据。推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

网联汽车协同发展，改造升级路侧设施，建设支持多元化应用

的智能道路，在重点区域探索建设“全息路网”。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年 末 ，全 国 城 市 已 建 成 轨 道 交 通

9575.01 公里，同比增长 11.71%；全国城市道路面积 108.93 亿

平方米，同比增长 3.39%；城市道路长度 55.22 万公里，同比增

长 3.7%。2022 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19.28 平方米，比上年增

加 0.44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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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 2023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以

来，货币政策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有力

的支持。

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9 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达 235 万

亿元，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分别增长 10.3%
和 9.0%；1—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9.75万亿元，同比多增 1.58万

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9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 24.1%和 38.2%。社会融资成本

明显下降，9 月新发放企业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分别为 3.82%、4.02%，较去年同期分别低 0.18 个、0.32 个百分

点；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工作基本完成，利率平均降幅 0.73 个百

分点。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稳中有升，9 月末较 6 月

末升值 2.9%，市场预期趋稳。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保持恢复向好态势，增长动能不

断增强，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同时也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不均

衡，国内经济稳定回升基础不稳固等挑战，但我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的韧性、潜力和活力不断彰显，要

持续用力、乘势而上，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发布

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稳定性

本报北京 11月 28日电 （记者赵展慧）据中国证监会和

沪深交易所消息，自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
ITs）试点范围拓展至消费基础设施领域后，首批消费基础设

施 REITs 项目正式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批复。

此次获批的 3 单项目分别为将在上交所上市的华夏金茂

购物中心 REIT，以及将在深交所上市的华夏华润商业 RE⁃
IT、中金印力消费 REIT，底层资产均为购物中心。

今年 3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

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常态化发行相关工作的通

知》提出，研究支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

景的消费基础设施发行基础设施 REITs。10 月 20 日，中国证

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行）〉第五十条的决定》，将公募 REITs 试点资产类型拓展

至消费基础设施。

首批消费基础设施REITs项目获批

岭南冬日，天朗气清；伶仃洋上，烟波浩渺。

一条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

超大型跨海通道，宛若长龙，呈“S”形穿云破

海，时隐时现。

这是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继港

珠澳大桥后，又一次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将

为粤港澳大湾区“A”形交通主骨架补上关键

的“一横”。明年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

程将从 2 个小时缩短到 30 分钟以内。

11 月 28 日上午，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完

成浇筑，长达 24 公里的深中通道主线全线贯

通。跨越碧波万顷，从深圳前海和中山马鞍岛

伸出的“手”，历时 7年终于紧紧握在了一起。

“浪尖落子”
两座人工岛衔接桥隧，

实现快速交通转换

从中山马鞍岛出发，深中通道的工程节

点自西向东依次有中山大桥、伶仃洋大桥、西

人工岛、海底隧道和东人工岛，接入在建的广

深沿江高速深圳段侧接线。

从距离海面几十米的伶仃洋大桥上，车

辆如何安全开进海底隧道？由伶仃洋大桥这

条“风筝线”牵引、状如风筝的西人工岛就解

决了这个问题。

这只“风筝”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建设，是

深中通道在伶仃洋中落下的第一子。“西人工

岛最重要的功能是桥隧转换。”中交公路规划

设计院隧道与地下工程部总工程师黄清飞

说，“汽车从桥上下来，经过西人工岛驶入海

面之下的沉管隧道。”

在茫茫海上，修建一座面积约 13.7 万平

方米、相当于 19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人工

岛，需要多长时间？答案是四个半月。

“57 个直径 28 米、高 35 米到 40 米、重 600
多吨的钢圆筒沉入海底，相当于形成一个围

蔽的墙，然后在里面填筑沙子，进行岛上的主

体结构施工。”中交一航局深中通道项目部副

总工程师郑伟涛说，由于西人工岛处于采砂

区内，地层复杂，用常规装备和技术，钢圆筒

无法顺利振沉就位，因此建设团队自主研发

了 12 锤联动锤组，通过同频振动，在海域地

基上将一个个巨型钢圆筒一点点“敲”入海底

岩层，创造了快速建岛的纪录。

由西人工岛隐入海底的沉管隧道，从位

于深圳宝安机场南侧的东人工岛浮出水面，

这也是深中通道深圳端的门户工程。此前，

这里是一片浅滩，海砂填筑而成的岛体面积

达 34.38 万 平 方 米 ，相 当 于 48 个 标 准 足 球

场。这是国内首个高速公路水下互通立交，

采用了“一体两翼”布局，有 4 条匝道隧道处

于水下，一侧与海底沉管隧道相连接，一侧与

广深沿江高速等路网高效顺畅衔接。

难题就在互通连接上。“我们要在广深沿

江高速下方填海筑岛，填筑超过 300 万立方米

的海砂，筑岛施工对沿江高速桥墩产生的位

移和沉降不得超过 5 毫米。”中铁隧道局深中

通道项目部工程部副部长董宝虎说，主线隧

道施工时，开挖的 18 米深基坑离既有桥梁承

台最近处仅 1.17米，“险之又险，慎之又慎”。

解题还要靠技术创新。“为了避免既有桥

墩过度偏移，我们使用船舶在桥墩周边吹填

海砂，先将海砂装在一个个特制的袋子里，然

后一层一层均匀地摊铺在桥墩四周，解决了

偏载问题。”董宝虎说，建设团队融合了数控

液压、自动化检测和物联网等技术，创新工艺

工法，相继破解海域深厚软基超深超宽基坑

防渗止水等世界级共性难题，于今年 6 月完

成东人工岛主体结构施工。

如 今 ，两 座 人 工 岛 已 成 深 中 通 道 新 地

标。未来，经东人工岛，可东往惠州、深圳龙

岗区，西往中山、珠海，北往广州、东莞，南往

深圳前海、香港方向，让深中通道真正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枢纽工程。

“风中引线”
海面 30 层楼高处，超大

跨径大桥破多项纪录

远远望去，伶仃洋大桥以雄伟之姿，凌空

架设于伶仃洋主航道上。

桥的上游，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干

线港口广州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多达 130 多

条，日均 4000 多艘次船舶在桥面下的伶仃洋

上航行，未来还要满足 30 万吨散货轮和 3 万

标箱集装箱船的通航需求。

繁忙的通航需求，对大桥的通航净高提

出要求。为此，伶仃洋大桥采用主跨 1666 米

的世界最大跨径全离岸海中悬索桥方案，桥

面距离海平面高达 91 米，相当于 30 层楼高，

通航净高达到 76.5 米。广东交通集团深中通

道管理中心工程师陈焕勇说：“广州港出海主

航道通航净宽是 1520 米，再考虑主塔承台、

防撞设施和航道标志等结构物宽度，我们采

用了 1666 米超大跨径桥梁。”

珠江口水域开阔，强台风频发，如此高的

大桥，如何抗风？

“我们组织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了

3 年多的抗风研究，研发出了新型组合气动

控制技术，大幅提升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抗

风性能。”陈焕勇说，新技术方案将大跨径钢

箱梁悬索桥的临界颤振风速从世界公认的

70米/秒，提升到 88米/秒，“可抵御 17级台风”。

站在桥面上看，高大的主塔如两扇大门，

“门柱”稳稳扎入海底。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总

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金文良介绍，伶仃洋大

桥钢结构用钢量约 8.5 万吨，相当于两座国家

体育场“鸟巢”的用钢量，而要拉起如此重的

桥梁，需要建设两座足够高大的桥墩，牵引拉

力足够大的主缆。

两座主塔高 270 米，相当于 90 层楼高，是

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海中桥梁主塔。东、西两

座 主 塔 上 方 的 白 色 主 缆 ，直 径 1.06 米 ，由

2.5 万余根直径 6 毫米的钢丝组成，每根主缆

缆力都超过 10 万吨，相当于能同时承受 3 艘

中型航母的重量。“每一根细小的钢丝都能吊

起 3 辆小汽车。”金文良说，这是我国自主研

发的 2060 兆帕镀锌铝钢丝，也是目前国内强

度等级最高的悬索桥主缆钢丝。

“海底绣花”
“从 0到 1”，打造 6.8公里、

双向八车道的海底隧道

刚刚贯通的海底隧道中，各种施工车辆

来回穿梭，建筑工人正有条不紊地“精装修”。

为适应海底隧道超宽、变宽、深埋、大回

淤技术特点，建设团队创新性提出了钢壳混

凝土沉管隧道新型结构。这种结构在世界上

是首次大规模应用，国内更是面临全产业链

空白。

这条长达 6.8 公里、双向八车道的海底隧

道中，长 5035 米的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成了

深中通道难度最大的工程。

“2018 年，我们组织团队去国外调研学

习沉管隧道建设，对方既不让我们靠近，也不

准许拍照，结果什么都没学到。但现在我们

造出了整体水平远优于国际同行的工程，而

且是 100%自主知识产权。”金文良感慨。

“从 0 到 1”，开始研发。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组织国内多家高校、科研院所、施工设计单

位等，针对沉管隧道建设开展全产业链系统

性攻关，相继攻克了钢壳制造、自密实混凝土

制备、管节浇筑、检测及浮运安装等难题，研

发了智能制造生产线，并创新研发沉管浮运

安装一体船，革新巨型管节浮运安装工艺，浮

运安装速度及精度创纪录。

沉管隧道由 32 个管节加一个最终接头

组成，沉入 30 多米以下的深海软土层里，车

辆相当于在沉管中通行。“每节标准管节长

165 米、重约 8 万吨，在深水下严丝合缝地首

尾相接，难度很大。”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

总工程师宋神友说，沉管安装无异于在海底

穿针绣花，“一旦定位不准或精度不足，造成

管节安装偏差过大，工程就得全部暂停”。

如何让这些大家伙“服服帖帖”地“找”到

自己的位置？

2020年 6月，建设方专门研发的世界首艘

沉管浮运安装一体船“一航津安 1”号正式启

用。重达 2 万吨的“一航津安 1”号抱着 8 万吨

重的沉管，徐徐前进，航行近 50 公里进入指定

海域，开始毫米级精准安装。“我们在船上的

测量塔上装置了北斗卫星天线，利用北斗导

航系统对沉管进行差分定位。”中交一航局深

中通道项目部常务副总工程师宁进进说。

为了给沉管打造“舒适”的沉放基床，深

中通道建设方研发了先进的沉管隧道基槽碎

石整平船“一航津平 2”号。“这条船就像是一

台水下‘3D 打印机’，铺设的碎石层平整度可

以控制在正负 4 厘米内。”宁进进说。

眼下，深中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在为 2024
年建成通车全力冲刺：消防救援基地、营运管

养中心等房建工程已经启动，机电及附属工

程的建设如火如荼，伶仃洋大桥桥面铺装工

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朱嘉豪参与采写）

图①：伶仃洋上，深中通道如长龙卧波。

张 珂摄（人民视觉）

图②：深中通道示意图。

中交二航局供图

图③：沉 管 浮 运 安 装 一 体 船“ 一 航 津

安 1”号。 沈 仲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汪哲平

深中通深中通道主线贯通道主线贯通
明年通车在望明年通车在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程远州程远州 韩韩 鑫鑫

■经济新方位
重大工程一线
R

（上接第一版）加强重点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协调，不

随意干涉市场行为。中国将持续为世界提供优质的中国制

造、稳定的中国供给。二是共同构筑畅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

链。进一步加强全球互联互通，让要素更加便捷循环、有效配

置。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在智

能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创新合作。三是共同构筑开放包容

的产业链供应链。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

钩断链”，同时努力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中国将

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参与绿色发展领

域国际合作。四是共同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

构建各国广泛参与、优势互补、共享红利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体系。中国将积极推进同各国的产业、产能合作，带动发展中

国家更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希望各国企业家为推动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健运行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将为各国企业来华

投资兴业提供更多便利、更好保障。

随后，李强宣布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乌拉圭总统拉卡列、世界贸易组织

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等在开幕式

上发表视频致辞。

开幕式前，李强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与有关企业负责人

互动交流。

尹力、吴政隆参加上述活动。图为首趟川青铁路动车组从绵竹市绵远河大桥驶过。 袁成奇摄（人民视觉）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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