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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持续推进重点水利工程建设

2 月 18 日中午，在河南省信阳市袁湾水

库工程建设工地，工人们施工正酣，防渗墙钢

筋焊接施工现场焊花四射。不远处的道路

上，工程车来回穿梭，一派忙碌景象。

袁湾水库工程位于淮河右岸一级支流潢

河上游，被列入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

清单。据了解，袁湾水库工程总投资 55.16 亿

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大坝、溢流表孔、泄洪

底孔、输水洞和电站等。工程建成后，不仅能

显著提高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圩区的防洪标

准，还可以灌溉农田 11.6 万亩，年提供城市生

活及工业用水 5040 万立方米。

“目前工程日浇筑混凝土 1300 立方米，混

凝土坝浇筑已完成七成，土坝填筑也完成了

近六成，实现了总工期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袁湾水库工程相关负责人介绍，工程计划于

今年 10 月进行大坝上下游围堰拆除，泄洪底

孔导流，开始导流明渠段坝体填筑，预计于

2025 年 10 月实现水库下闸蓄水。

新春伊始，河南陆续开工一批水利设施

建设。“今年，河南省将编制完成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提升规划，全面开工建设南水北调中

线防洪影响处理工程，加快推进观音寺、鱼

泉、沙陀湖等调蓄工程前期工作。”河南省水

利厅党组书记、厅长申季维介绍，河南将加快

推进现代水网建设，着力提升水利基础设施

网络效益。目前，河南已分两批集中开工重

点水利项目 196 个，总投资 700 亿元。

贾鲁河综合治理、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小

浪底南岸灌区等 4 项工程建成达效，引江济淮

（河南段）、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等 5
项工程基本建成……2023 年，河南省的水利

建设投资和规模创历史新高。

加快水利工程建设，是河南省持续抓牢项

目建设、滚动实施“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河南各地举办第十一期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为一季度经济发展

提供支撑。数据显示，当前河南各地共“签约

一批”项目 751 个，总投资 6643 亿元；“开工一

批”项目 795 个，总投资 8416 亿元；结转“投产

一批”项目 1672个，总投资 1.49万亿元。

湖北——

加快重点交通设施建设

2 月 18 日，走进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

区龙泉镇的宜昌北站项目建设工地，只见南

站房的主体框架结构已初见雏形。几台混凝

土泵车正在对高架候车层顶板进行浇筑施

工，数百名工人有序开展钢筋捆扎、模板支设

等作业。

宜昌北站是沪渝蓉高铁武汉至宜昌段的

重要枢纽节点，站场规模为 9 台 20 线，总建筑

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2023 年 4 月正式开工建

设。“目前南站房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80%以

上。我们将倒排工期、加紧建设，全力冲刺站

房 A 区 3 月 30 日完成混凝土主体结构的节点

目标。”中铁建工宜昌北站站房 3 标项目党支

部书记朱雄介绍，项目预计 2025 年 9 月建成

投用，届时将串联起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进一步完善长江经济带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

去年底，宜昌至涪陵（湖北段）、宜昌至常

德（湖北段）两条高铁正式启动建设；今年 1 月

2 日，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开工建设……

如今，湖北正在加快构建以武汉为中心的“超

米字形”高铁网，形成以襄阳、宜昌为中心的

多向放射格局。目前，全省在建高铁有 8 条，

其中 5 条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高铁建设如火如荼，公路建设也有序推

进。不久前，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北段

（黄陂至新洲段）项目第四标段在红安县太平

桥镇开工；同时，在这条环线高速的另一端

——汉南长江大桥建设现场，位于江滩岸边

的施工场地已经平整，大量运输车辆穿梭运

输土方，打桩机等大型机械已进场全面施工。

“作为连通武汉都市圈环线的重要节点，

汉南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投资规模达 289 亿

元，是目前湖北交通重点项目单体投资额最

大的项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项目预计 4 年内可竣工通车。2024 年，湖

北将继续聚焦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

施领域重点项目，加快铁水公空互联互通，全

年计划完成公路水路交通投资 1830 亿元。

据悉，今年一季度，湖北将以高速公路为

交通投资主引擎，加快推进襄阳至宜昌高速

襄阳段等 34 个项目的前期工作，同时加快推

进 17 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等。目前，全省

各地申报一季度新开工交通项目 126 个，总投

资 739.6 亿元。

四川——

重大能源设施项目施工正酣

进厂交通洞内，人来人往，机器轰鸣。2
月 18 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雅

砻江流域水电公司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

电站片区，工地的建设者手持工具，加快项

目作业。

“该项目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的‘十五五’实施项目，也

是 2024 年四川省重点项目。”雅砻江公司两河

口 抽 水 蓄 能 建 设 管 理 局 局 长 张 东 明 介 绍 ，

2022 年 12 月，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核

准开工建设，现在电站进厂交通洞已开挖支

护完成 1350 米，剩余 800 多米。

据介绍，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拟安装 4 台

30 万千瓦可逆式机组，加上已建成的两河口

水电站 300 万千瓦装机作为常规机组，总装机

将达到 420 万千瓦。按照抽发水量平衡折算，

年发电量为 13.97 亿千瓦时，是超大的混合

“充电宝”。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可以推动

雅砻江中游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建

设 ，促 进 甘 孜 州 中 部 新 能 源 一 体 化 消 纳 。”

张 东 明 说 ，电 站 还 可 以 显 著 改 善 送 出 通 道

的电源结构和送电质量，降低输电成本，助

力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水风光蓄一体

化开发，电站可以将 700 万千瓦左右随机波

动 的 风 电 和 光 伏 电 调 整 为 平 滑 、稳 定 的 优

质电源。

“此前，我们主要对进厂交通洞、厂房进

风洞等前期辅助洞室进行施工，目前电站的

检修洞全长 265.5 米，开挖支护已全部完成。”

张东明介绍，春节后，电站进入施工建设的加

速阶段。

与此同时，在今年新开工的川渝特高压

交流工程（阿坝至成都东 1000 千伏交流工程）

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向场内运送施工材料。

该项目总投资达 145 亿元，建成后将助力阿坝

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项目预计于 2025 年建成投运，投运后每

年可向成渝地区输送清洁电能超 350 亿千瓦

时。”项目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四川稳步推进重大能源项目

建设，聚焦能源产业强链补链。数据显示，在

2024 年四川省 700 个重点项目中，新开工和

续建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有 10 个，能源产业

项 目 有 56 个 。 2024 年 ，四 川 共 列 重 点 项 目

700 个，年度预计投资 7616.4 亿元，较 2023 年

增加 545.8 亿元。

图①：2 月 18 日，湖北省襄阳市牛首汉江

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进行吊装作业。

谢 勇摄（新华社发）

图②：2 月 18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钟

管镇南舍工业园区内，一家机械设备生产企

业的工人在车间内忙碌。

王 正摄（新华社发）

节后各地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本报记者 方 敏 范昊天 王永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重大项目建设

规模大、周期长，能够有效吸纳投

资、扩大内需，释放我国超大规模

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巩固和增

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新春伊始，各地加快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节后开工首日，记

者走访多地重大项目建设现场，

感 受 各 地 拉 动 有 效 投 资 的 火 热

实践。

——编 者

大年初七，重庆市合川区燕窝镇新开村，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107 地质队队

员挨家挨户上门开展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前

期调查设计工作。

工作人员把设计的道路、水渠、征求的意

见等，与村民进行反复核对，用三维立体图将

测绘成果讲清楚讲明白，力争早日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

“新春是开展农田改造工作的重要节点，

许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会陆续返乡团聚，我们

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当好政策宣讲员

和群众办事员。”重庆市地矿局 107 地质队地

调生态院总工程师牟佳佳说。

合川区地处重庆西北部，属盆地浅丘地

貌。在燕窝镇，农田灌溉“引水难”、农机“通

行 难 ”、耕 地“ 碎 片 化 ”

“ 零 散 化 ”等 问 题 长 期

存在。基于此，建设高

标准农田便是当地“最

优解”。

对于村民来说，让他们理解农田改造，

就靠技术员们“讲得细”“跑得勤”，面对面多

商量。

“上次说的到我家的路，能不能修？”看到

有技术人员，村民陈大爷赶紧走上前来。

“这个还不能打包票。”牟佳佳打开手中

的图纸，对陈大爷解释，“如果能把您家旁边

废弃的山坪塘纳入恢复耕地范围，修的概率

就大了。”

“这片田以前就存不住水，改造后还漏水

怎么办？”又有村民提出疑惑。

“我们会对水田进行多次泡田打浆，改造

过程中也会反复夯实田坎，还会增加土工膜

等防渗工程。”牟佳佳解释。

…………

“从去年 12月底开启设计工作以来，我们已

经换了 20份设计图。”牟佳佳说，“在保证改造效

果的基础上，能满足的诉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不能满足的，要向村民解释清楚，不让村民心里

有隔阂。”

重庆市合川区——

农田改造共商设计图
本报记者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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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司机于师傅开着新能源货车，满

载一车水管，从北京赶往山东临沂送货，“家

里一直开新能源车，既省钱又环保，所以货车

也选了新能源。”

车行至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货车电量

仅剩 10%，于师傅随即拐进服务区充电。

怎么确定这里有充电桩？“我长期在外地

跑车，手机上安装了‘e 充电’应用程序，可以

看到山东几乎每个服务区都安装了充电桩，

还能通过应用程序提前规划行程，直接导航

到充电桩，非常方便。刚进山东，我就在德州

充了一次。”于师傅说。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运维人员介绍，济南服务区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站全天 24 小时营业，月充电量可达 5.9 万千瓦

时，相当于一天充满 216台新能源汽车，是济南

地区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充电量最

大的一个站。

前段时间，受雨雪寒潮天气影响，气温大

幅下降，露天的充电站极易遭受到雨雪、冰冻

等恶劣天气的侵蚀损害。为保证春节假期充

电站稳定运行，保障出行人员旅途顺畅，国网

济南供电公司从三天一检改为每天一检，并

在现场值守维持秩序。

运维人员拿起一个充电枪头告诉记者，

就这个小零件，如果连接组件出现故障，充电

桩可能就“罢工”了，遇到充电高峰期，充电站

充电效率将大受影响。充电桩箱体、充电枪、

消防设备、计量电表……运维人员事无巨细，

一一查看，做好巡检数据记录。

目前，国网山东电力共建成电动汽车充

电站 2483 座。其中，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

331 座，公交专用充电站 278 座，商场、小区、

景区、停车场等充电站 1604 座，专用站 270
座，日充电量最高达 335 万千瓦时，2023 年度

充电量 8.4 亿千瓦时。

不 到 1 小 时 ，于 师

傅的货车已经充满电，

他起身接上一杯热水，

准备启程。

山东省济南市——

巡检充电桩护航春运
本报记者 王 沛

走进甘肃省兰州市的“黄河

市集”，150 多个摊位在北滨河路

白 塔 山 段 一 字 排 开 ，很 是 热 闹 。

这一路段，曾是黄河北岸的交通

堵点。如今，随着白塔山隧道双

向 通 车 ，车 穿 隧 道 ，一 路 通 畅 。

“空”出来的路，开了临时市集。

近年来，兰州聚焦提升治理

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考核体

系，着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通勤时间省了不少

南 北 是 山 、黄 河 穿 城 ，兰 州

“两山夹一河”，交通不畅问题一

度比较突出。

每到上下班高峰，北滨河路

白塔山段便十分拥堵。从地形上

看，北滨河路似一把如意，这里恰

在峰腰，东西 6 车道，在此缩为 4
车道，且又紧挨中山桥景区，人多

车多，堵是常态。

交通需求流量大，区域空间

却狭窄，怎么办？

2021年 3月，黄河流域兰州白

塔山段综合提升改造项目一期工

程开建，白塔山隧道是重点任务。

隧道全长约 2245 米，通车后，社会

车辆全穿隧道，公交车和应急车辆

走原路，有效缓解了拥堵问题，市

民通勤时间省了不少。

兰州狭长，东西两端交通压力

大，但主干道之一的北滨河路，在市

区西端戛然而止。为此，兰州市启

动了北滨河路西延线和联络线项目。

柴家峡黄河大桥是兰州北滨

河路西延线和联络线项目的控制

性工程，全长 1250 米，宽 36 米，为

双 向 6 车 道 ，属 于 特 大 桥 工 程 。

去年 11 月建成通车，目前正在进

行后续的收尾项目。

“柴家峡黄河大桥不仅缓解了地面的交通压力，还将大

桥西侧的港务区和东侧的主城区相连，助推兰州成为中欧

班列南通道国际运输集结中心、西北部区域物流分拨中

心。”兰州市主要负责同志介绍。

地上有桥隧，地下有轨道，兰州不断织密立体交通网。

去年 6 月，兰州轨道交通 2 号线开通运营，与 1 号线形成轨

道交通“十”字网络，有效缓解主城区交通压力。

按照规划，到 2025 年，兰州将新建高速及国省干线公

路 504 公里，综合客运、货运枢纽 13 个，新打通城市断头路

60 条，改造提升黄河水运航道 38.4 公里，新开通国内国际

航线 55 条、铁路运输线路 2 条，努力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

推进审批便利化

政享云（甘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苏菲菲拨通兰州市

企业开办“一窗通办”综合服务窗口的电话，咨询企业开办

相关问题，按照指引提交申请材料后，很快就走完了开办流

程。“没多久，又收到一个大礼包。”苏菲菲说，有营业执照正

副本一套，免费印章 5 枚，包括公司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法人章、合同章。

将企业开办 6 个业务压缩为 1 个环节，企业开办时间不

断压缩……为便捷经营主体准入，兰州建立企业开办“一网

通办”平台和“一窗通办”综合服务窗口，许多政务服务事项

都可网上办理。

兰州西固区，一家开业在即的药店犯了难。“需办理药

品（零售）经营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药店负

责人说，分别申请，时间长、材料多，如期难开业。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派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工作

人员告诉药店负责人，可申请“证照联办”和“一业一证”办

理，涉及事项的审批流程同步开展，变“串联”审批为“并联”

审批，审批结果统一汇集，实现一次办结、一次出证。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该负责人填写了申请表。“不仅按时

开业，还成了兰州首家‘一业一证’综合许可凭证获批企业。”

破解“准入不准营”难题，兰州积极推进“证照联办”“一

业一证”叠加改革，梳理“一业一证”15 个业态、“证照联办”

75 个改革事项，围绕开办—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将照、

证“一事一申请、串联审批”改为“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大

幅精简申请材料，实现跑一次、全办成。

“通过合并申请材料、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最

大限度整合行政审批资源，提高协同审批效率，实现‘准入

即准营’。”兰州市相关负责同志说，兰州将不断推进审批便

利化、优化营商环境。

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去年，兰州市制定出台《兰州市亮牌考核工作方案》，包

括党的建设、主要经济指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等 9 项细则，并结合县区、兰州新区、功能

区、市直部门单位职责定位，差异化设置指标和分值权重，

指标可量化、责任能到人。

“根据考核得分，排名领先亮蓝牌、排名靠后亮黄牌、排

名倒数亮红牌。”兰州市相关负责同志说，对首次得红牌、连

续 2 次得红牌、连续 3 次得红牌的单位，采取自行整改、督促

整改、约谈提醒、问责处理等措施。“同时，在媒体公布亮牌

考核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和评价。”

兰州市主要负责同志说，被“亮红牌”的县区和市直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须在市委常委会上现场“反思”。“而且，考核

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和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

同时，兰州打破“年底核算”模式，对指标进展情况进行动

态跟踪问效。根据每季度各项数据增减、贡献率增幅、占比变

化进行评价打分，减少评价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权，通过实地观

摩、日常调研、群众评议、网络监测等多个维度，综合考量被考

评单位工作实绩，确保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亮牌考核激发担当作为。2023年，兰州市新招引项目 282
个，成功跻身中国投资热点城市；2023年前三季度，永登县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8.3%，位居全省 86个县区第一……

“考核明导向，干事有方向。”兰州市主要负责同志说，

兰州将不断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营造干部担

当作为、真抓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补短板、锻长板，推动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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