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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前后几场雨，禾苗喝饱了水。鄱阳

湖畔，稻田青翠。

戴上麦秸帽，套上胶鞋，谌火根骑上摩托

车去巡田。

谌火根是江西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

的种植大户，今年承包了 500 多亩地，其中

300 亩早稻正处于拔节期，近百亩稻油轮作

田 处 于 分 蘖 期 —— 都 处 在 夏 季 田 管 的 关

键期。

摩托车开到机耕道，谌火根把车熄火。

田边，立着一根挂着多个传感器的杆子。他

抬手指了指：“瞧见没，这‘智慧杆’可是高科

技‘稻草人’，给我看着田呢。”

56 岁 的 谌 火 根 ，祖 祖 辈 辈 种 田 。 几 年

前，他听说离家不远的蒋巷镇要搞智慧农业：

田里安上 5G 传感器，风力、光照、水分、温度

这些信息，智慧农场平台都能监测。详细了

解智慧农业的情况后，谌火根动了心，一口气

就承包了 400 亩地，成为大田农社的第一位

种植大户。

“平台监测到最近田里水分偏多，请先巡

田，该排水排水，该追肥追肥。”发出指令的是

大田农社副总经理、智慧农场平台负责人李

科明。

在农社数字农业运营中心，电子屏显示，

田地被分为一个个单元。通过后台数据分

析，每个地块作物长势如何，是否需要追加农

药、肥料，都可作出判断。

智慧农场平台一头连着种植户，一头对

接专业服务队。平台管理人发出指令，种植

户现场确认后，再联系服务队到田间操作。

踩进田里，谌火根试了试松软，“近来雨

水多，这块田属于拔节期，还需排水”。

站起身，他四处张望，只见远处田块微微

泛黄，近处却绿油油的。“那块是得追肥！”谌

火根拨出电话，“小范，来地里加点肥吧。”

不一会儿，1994 年出生的飞防队队长范

鹏开着皮卡载着无人机来了。倏地一下，农

用无人机腾空而起，青青禾苗被风卷出一个

旋涡，肥料被均匀地喷洒到叶片上。“无人机

向叶面喷施水溶肥，不光节约人力，还容易吸

收，实现化肥减量增效。”谌火根介绍。

拿起棍子往禾苗上轻轻一拨，几只小飞

虫飞了出来。“晚上，监测灯会搜集飞虫情况，

到达一定程度就会传递指令。”谌火根说，这

片田钻心虫、卷叶虫还不算多。

有了智慧农业，种田老把式用上了高科

技。如今，大田农社 20多人管着 1.6万亩地。

夏 管 连 夏 种 。 谌 火 根 说 ，他 还 承 包 了

100 多亩中稻田，过几天就要插秧了。

下图：根据智慧农场平台监测信息，范

鹏到谌火根的田里操作无人机施肥。

史港泽摄（人民视觉）

江西南昌县，智慧农场平台监测分析作物长势

稻田里安上 5G 传感器
本报记者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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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碧波奔涌，百舸争流。江苏泰州长

江大桥与江阴长江大桥之间，一条钢铁巨龙横卧

江面，蔚为壮观。

这是长江上又一座“超级工程”——常泰长江

大桥。6 月 9 日，随着主航道桥钢桁梁合龙段焊缝

焊接完成，常泰长江大桥正式合龙，实现全桥贯

通。大桥全长 10.03 公里，刷新多项桥梁世界纪

录。明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后，江苏泰州到常州的

车程将从 1 个多小时缩短到 20 分钟，大桥将成为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越滚滚江水，隔江相望的常州和泰州，历

时近 5 年终于“牵手”。

世 界 最 大 跨 度 斜 拉 桥 ，最 大
跨度公铁两用钢桁拱桥

过江通道与黄金航道相互适应

大桥监控指挥中心临江而建。站在二层露台凭

栏远眺，只见一座钢结构大桥笔直延展、伸向对岸。

常泰长江大桥由一座钢桁梁斜拉桥、两座钢

桁拱桥和一座连续钢桁梁桥组成，工程规模巨大，

成为中国桥梁建造中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1208 米——世界最大跨度斜拉桥。

“大桥地处长江下游，往来航船如织，需要满

足 5 万吨级海船和 10 万吨级散货船通行条件。”江

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常泰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现场

副指挥长尹震君说，为了保障通航安全，桥梁主跨必

须一跨过江，拟定的主跨跨度从 980 米、1120 米、

1148 米增至最后的 1208 米，为的便是实现过江通

道与黄金航道的相互适应。

跨度越大，要求桥塔越高、沉井越深。放眼整

座常泰长江大桥，南北两座“钻石型”桥塔高耸入

云，高达 350 米；江面以下 64 米，面积相当于 13 个

篮球场大小的两个巨大沉井扎根江中，确保大桥

结构稳固、安如磐石。

388 米——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桁拱桥。

沿着引桥一路前行，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南北

两侧拱桥。为了满足沿线港口、码头运输的通行需

求，常泰长江大桥除主跨 1208 米的主航道桥外，分

别在泰州泰兴天星洲和常州录安洲设置了专用航

道桥，与主航道桥一起，共同服务长江黄金水道。

以天星洲专用航道桥为例，全长 727 米，其中

主跨达 388 米，超越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跃居世

界首位。为保证受力强度，专用航道桥采用钢桁

拱桥结构形式，建设中使用约 4 万吨钢材，接近国

家体育场鸟巢钢结构总用钢量。

三位一体，实现世界最大规模多功能荷载非

对称布置桥梁。

中铁大桥院常泰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郑清刚

告诉记者，在长江下游宽广的江苏段江面建造桥

梁，最大挑战是如何高效集约利用长江岸线及周

边土地。

为了节约岸线资源、保护长江生态，设计者

“自我加压”：大桥采用上下双层布置，其中上层桥

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上下游侧分别设

置为双向城际铁路和四车道普通公路。公铁合

建、三位一体，不仅大幅提高了桥梁综合运输能

力，也成就了长江上首座集高速公路、城际铁路、

普通公路于一体的过江通道。

配备“超级装备”、应用“超强
材料”、打造“智能工程”

中国制造支撑中国建造

大桥项目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结构多样，面

临水文泥沙、地形地质和通航、航空限高等诸多技

术难题。多个“世界之最”的实现，源自设计、施

工、管理上的不断创新突破。

配 备“ 超 级 装 备 ”，投 用 全 球 最 大 吨 位 桥 面

吊机。

5 月 29 日，长江江心，随着巨型吊机发力，数

十根吊索提起最后一节钢桁梁缓缓上升，经过 2 个

多小时吊装，这个大“积木”顺利“卡”进空位。至

此，历经近 16 个月，大桥吊装全部完成。

“建桥就像搭积木，每一块钢桁梁都好比一块

积木，需要一段段拼接到位。”中交二航局常泰长江

大桥项目常务副指挥长种爱秀说，别小瞧这块“积

木”，常泰长江大桥主跨长、双层桥面重量大，全桥

共有 91 个大节段，最大单体重量达到 1866 吨，传统

吊机根本吊不动。

去年 9 月，由中交二航局参与研发的 1800 吨

级全球最大吨位桥面吊机投入大桥建设。新型吊

机不仅“力气大”，最大起重量为 2000 吨，最大起升

高度 80 米，相当于一次性将 1400 台小轿车提升至

25 层楼的高度；还“很聪明”，能实时监控施工状

态，并可远程管理与调控，提升吊装性能 60%以上。

应用“超强材料”，满足超长超重斜拉索施工。

乘坐升降机步入上层桥面，桥身宽阔延展，主

塔高耸，一根根粗壮的绳缆均匀排布，将二者紧紧

相连。这便是主桥的关键受力设备——斜拉索。

项目自主研发的斜拉索抗拉强度高达 2100 兆

帕 ，相 当 于 在 一 个 拇 指 指 甲 盖 上 停 了 15 辆 小 轿

车。起吊、悬挂、对接……9 个多月里，施工人员

配合吊机，在 300 多米的主塔上“穿针引线”，将由

400 多 根直径仅 7 毫米的钢丝组成、平均重量约

100 吨的斜拉索，一根根精准挂在桥面上。312 根

斜拉索如同一双强健有力的“臂膀”，让大桥凌空

江上、稳稳伫立。

打造“智能工程”，提升建设品质和施工效率。

纵览大桥施工全程，智能技术贯穿始终——

在构件预制上，投用国内首条钢桁梁全过程智能

生产线，自动化焊接率由 50%提升至 90%以上；在

主塔施工中，创新研发部品钢筋智能建造技术，变

“桥上施工”为“塔下作业”，使高空作业人员减少

超 60%，生产效率提升近 40%；在拱桥建设时，全桥

布置 518 个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预警施工过程，

合龙精度控制在 2 毫米以内。

“以安全监测、智能装备、项目管理、施工工艺

为出发点，依托 5G、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项目实现了对常泰长江大桥建设全过程的‘可知、

可测、可控’。”中交二航局常泰长江大桥项目总工

程师康学云表示。

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缓解“过江难”，交通“补短板”

站上主航道桥塔远眺，30 公里开外，泰州长江

大桥和江阴长江大桥分列两侧。溯江而上，南京

长江大桥、润扬长江大桥，桥桥飞架；顺流而下，苏

通长江大桥、崇启长江大桥连通两岸。

壮美长江，飞虹遍布。为何再建大桥？

在泰兴七圩渡口，一辆辆客货车正通过闸机、

有序排队，等待乘轮渡前往常州。常州和泰兴隔

江相望，走轮渡，通过量小，还易受天气影响；但若

不乘轮渡，只能绕行泰州大桥或江阴大桥，通行时

间约 1.5 小时。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江运输

需求增加迅速，过江通道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显

现，特别是江阴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等过江通

道，交通量严重饱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建桥不仅能缓解群众“过江难”问题，也

是交通“补短板”工程。

长远来看，大桥的建成将有力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常泰长江大桥北接沪陕高速公路，南接江

宜高速公路，大桥建成后，将形成一条新的南北向

通道，提升路网整体运行效率，更好服务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目前，江苏过江通

道累计建成 18 座，在建 10 座，沿江两岸设区市之

间均有过江通道直通；到 2025 年，已建、在建过江

通道将达到 30 座，届时将基本缓解过江交通问题。

图①：常泰长江大桥。

图②：大桥最后一节钢桁梁吊装现场。

以上图片均为赵振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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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跃大江大桥跃大江 过江再提速过江再提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韩 鑫鑫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 者姜琳）

作 为我国养老金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重要

制度设计，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城市和地

区先行实施已一年多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 6000 多万

人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

从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

息看，个人养老金专项产品包括理财、储蓄、

保险、基金四类。截至目前，个人养老金专项

产品有 762 款，其中储蓄产品 465 款，基金产

品 192 款，保险产品 82 款，理财产品 23 款。

数 据 显 示 ，个 人 养 老 金 制 度 对 不 同 年

龄 段 人 群 的 吸 引 力 有 差 异 。 31 岁 至 40 岁

的 中 高 收 入 人 群 是 个 人 养 老 金 账 户 开 户 、

缴 费 和 购 买 产 品 的 主 力 军 ，而 吸 引 他 们 最

主要的原因是“提前为退休养老做准备”和

“抵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下一步将积

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全面推开个人养

老金制度，提高其覆盖率和缴费水平。

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超 6000万

本报北京 6月 9日电 （记者葛孟超）国家外

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5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 32320 亿美元，较 4 月末上升 312 亿美元，

升幅为 0.98%。5 月，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

期、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

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

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

升。我国经济内生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不断巩固，将为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基本

稳定提供支撑。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2320亿美元

本报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 者屈信明）

近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推

进普惠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着力完

善普惠保险制度规则，提供政策支持，更好推

动普惠保险发展，提高保险业普惠保险经营

能力和服务水平。

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普

惠保险重点要提升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

的保障水平，加大对老年人、妇女、儿童、残

疾人、慢性病人群、特殊职业和新市民等群

体的保障力度，提高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的抗风险能力。大

力发展农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积极参与应对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校园安全、

道路安全等突发事件，开展风险减量服务，

有效提升各类风险的保障能力。积极发展

医 疗 责 任 、医 疗 意 外 和 疫 苗 接 种 等 相 关 保

险。积极发展生育、儿童等保险，满足家庭

风险保障需求。

意见明确，支持保险服务多样化养老需

求，创新发展各类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开发投

保简单、交费灵活、收益稳健、领取形式多样

的商业养老年金产品。在风险有效隔离的基

础上，支持保险公司以适当方式参与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探索实现长期护理、风险保障与

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服务有效衔接。

意见提出，优化普惠保险发展环境。依

法合规推进行业数据与卫生健康、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及相关机构的信息共

享，拓展普惠保险相关数据来源，提升普惠保

险产品定价科学性。各监管局和保险公司要

积极与地方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沟通，

争取将发展普惠保险纳入当地民生保障工

程，给予政策和资源支持。

更 好 推 动 普 惠 保 险 发 展
重点提升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

本报北京 6月 9日电 （记者曲哲涵）记者从财

政部获悉：1—4 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

总 收 入 26192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 ；利 润 总 额

13813.2 亿元，同比增长 3.8%；应交税费 20376.9 亿

元，同比增长 0.9%。

前 4月国企利润总额同比增 3.8%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记者姜琳）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党 的

十 八大以来，我国社保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2023 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

金比 2012年增加 1倍，月平均失业保险金水平

从 2012 年的 707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1814 元，

月平均工伤保险伤残津贴由 1864 元提高到

4000 元。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通过政策倾斜，

609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应保尽保。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规模最大的

社会保障安全网。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基本

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66 亿、

2.44 亿、3.02 亿，比 2012 年分别增加 2.78 亿、

0.92 亿、1.12 亿。

我国社保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比 2012 年增 1 倍

②②

■经济新方位
重大工程一线
R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