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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渐落，深邃浩瀚的伶仃洋上，亮起灯光的广东

省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犹如一条蜿蜒的金龙，向对岸

“游”去。

走下深中大桥悬索主缆，广东新粤交通投资有限

公司深中通道机电工程工人张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6 月 27 日，这名 90 后小伙和同事对深中通道的景观灯

做了最后一遍质量检查。

一盏盏景观灯，从平坦宽阔的桥面沿悬索延伸到

高耸入云的主塔，再到匍匐海面的人工岛，以绚丽光线

勾勒出这座“海上飞虹”的宏伟轮廓。过去半年多，张

明所在的景观照明班组的 8 名工人，每天攀高爬低，为

深中通道安装了 6000 多套线型轮廓灯和悬索点光源。

深中通道“点灯人”中，还包括张明的父亲张国军。

这对来自吉林省四平市的“父子兵”，常年走南闯北，参与

多个重大工程建设。在深中通道项目中，他们主要负责

中山大桥、深中大桥和西人工岛的景观照明设施安装。

最考验水平的，是在深中大桥悬索上安装景观灯。

悬索主缆呈“U”字形，让两座大桥主塔在海上“牵手”。

张明绑着安全带，从“U”字的最低点攀上悬索，一步步

向上挪。“悬索是圆形的，作业面只有两脚并立那么宽，

涂着防滑材料，我们也做足了安全措施。”张明说。

前段时间，为了吉林老家 20 余亩玉米地的播种，

张国军不得不赶回去。“不能在现场看深中通道正式通

车，很遗憾。我们为重大工程出了一份力，觉得特别光

荣！”电话中，张国军笑声爽朗。

伶仃洋上，海风呼啸。长时间风吹日晒，张明的脸

越发黝黑，但眼睛里神采飞扬：“灯照亮路，作为一名

‘点灯人’，能照亮无数人的路，我感到很自豪。”

景观照明班组工人张国军、张明父子

“我们为重大工程出了一份力”
本报记者 程远州

一个倒“V”字形的入海口，将珠江口分

为东西两岸，广东省深圳、东莞在一边，珠海、

中山在另一边。陆上点到点必须绕行广州，

最远的距离 200多公里，车程 3个多小时。

为了克服江海阻隔、缩短时空距离，湾

区两岸的城市一直在“双向奔赴”——1997
年虎门大桥完工，2018 年港珠澳大桥通车，

2019 年南沙大桥建成……如今深中通道开

通，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断

完善。

从高空俯瞰，深中通道如一条巨龙蜿

蜒横卧伶仃洋上。这项超级工程全长约 24
公里，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

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

工程之一。

时空距离的缩短，促进大湾区“一小时

生活圈”加快形成。通道预接了两岸多条

城市干道、高快速路，同时配套了平价惠民

的深中跨市公交。每逢节假日，粤东、粤西

双向出行的拥堵有望得到缓解。

交通动脉的打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一盘棋”越走越活。改革开放以来，珠江

口两岸发展逐渐呈现“东强西弱”的态势，

挤在东岸“寸土寸金”、高昂成本中的各类

生产要素，也渴望到西岸拓展更大的发展

空间。深中通道连接了深圳、中山和广州

南沙等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将极大便利

人流、物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在两岸高

效配置，促进产业链协同、产业集群建构。

黄茅海通道、狮子洋通道……在粤港

澳大湾区，不少大型跨海工程还在推进建

设中。不断强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促进

大湾区规则衔接持续深化、市场一体化水

平进一步提升，托举起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

的引领地。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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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深中通道通车的新闻，29 岁的刘俊怡欣喜不

已。2021 年，她和丈夫吴廷友大学毕业，先后来到广

东工作。刘俊怡就职于地处中山市的广东省电信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吴廷友则入职了位于深

圳市的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从那时起，小两口便租住在两地，距离虽然不算

远，相聚却并不易。“从中山去深圳，原来需要先北上

绕到虎门大桥，过桥后再南下。每逢周五晚，堵车是

常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刘俊怡说，“堵在路上，上

厕所不方便，连水都不敢喝，期盼见面的雀跃心情也

被破坏了。”

让她心疼的还有高昂的路费。中山和深圳之间虽

有高铁，但车次较少，周末很难买到时间合适的票。大巴

车次较多，但相比小车速度较慢。综合考量之下，刘俊怡

往往选择坐网约车。“路程 112 公里，车费将近 300 元，还

要另行支付 78元高速费。一来一回，花费近 800元。”

6 月 5 日，消息发布：深中通道通车当天，深中跨市

定制公交专线将同步开通。两条线路分别为“中山博

览中心—深圳前海梦工场北区”和“中山国际人才港—

深圳前海梦工场北区”，共投入 24 辆大巴车。

刘俊怡打开地图一查，自己从公司出发，打车到中

山博览中心站，坐上跨市公交，在终点前海梦工场北区

站下车后，再打车前往丈夫公司所在的南山区科技园，

预计只需 1 小时 40 分钟，打车费加跨市公交费用约 60
元，时间和路费都大幅度压缩。全长约 24 公里的深中

通道，就像大写字母“A”里的横杠，把中山、深圳之间

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目前，小两口准备在地处深中通道一端的中山市

翠亨新区购置新房。“住在这里，工作生活都能更好兼

顾，未来的日子令人期待。”吴廷友说。

居住深圳、中山的吴廷友、刘俊怡夫妇

“工作生活都能更好兼顾”
本报记者 王云娜

迎着周五的阳光，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办主任袁茉莉，从深圳宝安驱车赶往位于中山翠

亨新区的产业园，开始一天的工作。“产业园距深中通

道中山出口不到 2 公里，我非常期待 30 号通道开通。”

袁茉莉说。

新益昌是一家主营高端智能装备制造的企业，早在

2017年深中通道主体工程开工建设时，就在中山注册了

子公司，并于 2018年在翠亨新区开建高端智能装备制造

基地。2023 年，超 7 万平方米的新益昌中山产业园全面

投产，形成了“深圳总部+中山基地”的发展格局。

公司布局深中两地发展以来，袁茉莉每周都要两

头跑。“以前从深圳开车去中山，经常遇到堵车，单程就

要两个多小时。”袁茉莉说。

“深中通道开通之后，科研生产将更紧密联系。”袁

茉莉说，“原来，科研人员从科技园研发中心过来，高速

过路费 90 多元，现在不仅时间压缩一半，过路费也划

算。货运费用也减少了，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从中山产业园办公楼远眺伶仃洋，波光粼粼的海

面上，“S”形的深中通道宛若一条丝带，向着海的对岸

延伸。“我们把研发基地放在深圳，把生产基地放在中

山，毗邻深中通道，两边联合，优势互补。”袁茉莉说，深

中通道将公司的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联通起来，深

圳的科研人员能更紧密地联系中山的生产一

线，助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更高效。

“我们还考虑在周末设置往返深

圳和中山的通勤大巴，让员工上

下班更便利。”袁茉莉说。

研发在深圳、生产在中山的新益昌公司

“科研生产将更紧密联系”
本报记者 洪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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