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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日，随着直径 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
刀盘缓缓转动，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承建的山东省济
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正式开始盾构掘进，标志着世
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开启穿越黄河之旅。

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穿越黄河和沿线多条公
路，全长 5755米，其中盾构段长约 3290米，将与在
建G309国道互通立交相衔接，打通济南市黄河两岸
交通大动脉。据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周祥介绍，
超大直径盾构隧道的应用，可有效节省城市地下空

间，预计节约15%的投资成本，同时，隧道单层净高
4.2米，可满足通行公交、消防及救援车辆要求，极
大提高通行能力。

工程建成后，将助力济南黄河两岸互联互通，
有力推进黄河北岸城市建设全面提速，促进济南从

“大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图为直径 17.5 米的“山河号”盾构机在黄河之
畔始发。 范少文、李桂香、肖雨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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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辽宁看高铁
张尤佳

9 月 3 日至 5 日，近 800 位来自
网络安全领域机构负责人、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齐聚天
津滨海新区，围绕信创产业安全发
展、移动应用安全生态治理、网络
与数据安全法治、网络安全高级威
胁防御、大模型与数据安全等5个主
题展开热议，共话网络空间安全形
势、共享网络安全理念、共商网络
安全对策。

本届论坛由天津市政府主办，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天
津市公安局、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府
承办，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
报中心协办。论坛期间，中国工程
院院士邬江兴、中国科学院院士郑
建华分别围绕内生安全赋能数字产
业发展、密码技术支撑网络安全等
前沿技术领域作了专题报告，360集
团创始人周鸿祎、奇安信科技集团
董事长齐向东等业界代表，分别围
绕打造安全大模型保障高质量发
展、筑牢网络空间安全防线的首要
任务等主题进行演讲。其他演讲嘉
宾从不同角度、层面、领域，聚焦
网络空间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和
面临的风险挑战进行深入交流探
讨，展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互联
网治理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的扎实行动和坚定意愿，深入
宣介了中国治网理念主张，贡献了
中国方案，必将对深化网络空间安
全治理、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产生积
极影响。

本次论坛参与国家和人数规模
空前，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反病毒
测试标准化组织、亚洲反病毒研究者协会代表，以
及美国、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 8个国家网络安
全领域知名企业专家，83 家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单
位，111 家央企和金融机构，18 家科研院所和高
校，68家信息安全企业等近 800名嘉宾参会。与会
单位和嘉宾通过专题报告和主题演讲，进一步凝聚
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共识，进一步汇聚了全球智慧

力量，推动网络安全技术革新实现
新突破，进一步搭建了高端专业对
话平台，为推进互联网前沿技术深
度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

俄罗斯卡巴斯基公司创始人尤
金·卡巴斯基、大蜘蛛公司总监伊戈
尔围绕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网络免
疫、恶意软件检测等方面分享应对
策略，提出多种安全解决方案；韩
国安博士公司病毒分析中心主任杨
河英、新加坡IP认证公司总监博扬·
埃里克、美国欧普斯安公司总监游
承岳和美国泽斯科勒公司总监袁蔚
豪围绕网络安全威胁和移动认证等
方面分享成功预防案例，从不同角
度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安
天集团董事长肖新光、亚信安全科
技公司副总裁吴湘宁从专业领域对
网络空间对抗、网络勒索治理进行
深度解析；曙光、华为、小米、阿
里、绿盟、360等国内企业代表也围
绕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挑战进行了精
彩演讲，共同分享网络安全领域的
生动实践和真知灼见，引领网络空
间安全技术变革创新风向，为加快
形成网络安全新质生产力、推动网
络空间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本 次 论 坛 主 题 鲜 明 、 内 容 充
实，集聚酝酿一系列新观点、新智
慧、新机制，达成一系列战略性、
建设性合作发展意愿，与会嘉宾各
抒己见，对论坛取得的成果、展示
的网络空间治理“天津方案”予以
高度肯定。

“人类社会正在迈向以数据为关
键的数字经济时代，其中网络安全

问题愈加复杂。”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在论
坛上所言，面对当前复杂的网络空间安全新形势，
只有共同探讨“硬核”新技术、未来新场景、治理
新议题，才能有效形成网络安全治理的路径、策
略、模式、标准，以系统思维推动综合治理，不断
完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体系，充分引领网络安全发
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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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里，东北大地一列列“银龙”行驶
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为这幅多彩画卷增添
无限活力。

上午从沈阳出发，中午到北京吃烤鸭，
下午逛王府井，晚上回沈阳吃“老四季”。这
曾经看似不可能在同一天完成的几件事，在
京沈高铁开通后成为现实。京沈高铁在 2021
年 1 月全线建成通车后，结束了承德、阜
新、朝阳三座城市不通高铁的历史。

开通三年来，京沈高铁加强了辽西地区
京津冀乃至全国的互联互通，为东北地区的
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开辟了新通道。铁路部
门在安全、技术、服务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升
级，从“研学专列”到“赏花专列”，便捷、
舒适、极具特色的专列吸引了大量游客，沿
线城市的文旅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和利
用。以京沈高铁为主骨架，延展建设的喀
左至赤峰、辽宁朝阳至凌海南高速铁路，
带领朝阳、建平等县城步入高铁时代，大大
缩短了辽西北地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时空
距离。

点成线、线成网，一条条新线如腾飞的
巨龙，在黑土地上不断纵横延伸，为新时代
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构筑了坚实的支撑平台
与强劲的发展引擎。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缩短了时空的距离，让人们
尽享出行的便捷、顺畅。

近日，笔者参加国铁集团宣传部举办的
“坐着高铁看中国·走进辽宁”主题采访活
动，走进辽沈大地，聆听东北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的奋进故事，感受京沈高铁对弘
扬中华文明、促进文旅产业、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的强劲钢铁动力。

依托高铁做个博物馆小镇

从沈阳乘高铁出发，经过两个小时左右
的车程就来到位于辽宁省西部的朝阳市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换乘短途大巴后，笔者走进位于利州工
业园区的东蒙博物馆。这是由喀左县北陶实
业有限公司兴建的民营博物馆，文物展品
5000多件，设有喀左紫砂非遗文化、民族融
合史、红色文献、自然科普展厅。

乌春雷是喀左县东蒙博物馆理事长。为
了收集各类藏品，几年来他走南闯北，全国
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我出门都是坐高铁，这些都是我攒下的
车票。”乌春雷指着墙上一幅名为“行者无
疆”的作品说，这是一幅用车票拼成的中国
地图。“喀左离沈阳和北京都有 400 多公里，
原来坐大巴需要 5 个多小时。我们有这么好
的山水和文化，但是外面的研学团队、旅客
不方便来，再优质的文化旅游资源也发挥不
了作用。”他感慨地表示，通了高铁以后，
不仅大大提升了出行效率，旅客来访也更加
高效。高铁迅速缩短了喀左与外界的距离，
打破了长久以来的交流壁垒，让这里的文化
得以被更多的人看见和传播，极大地激发了
地方活力，为喀左的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博物馆想通过藏品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展现给世人，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传
承下去，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未来，依托发达的高铁网线，我们想
拓展对外合作，做一个博物馆小镇，促进文
旅深度融合。”乌春雷说道。

为喀左陈醋打开销路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大巴车程，笔者来到
了同样位于利州工业园区的辽宁塔城陈醋酿
造有限公司。这里是喀左地方一大名品“塔
城陈醋”的生产企业，是辽宁省重点扶贫龙
头企业。

戴着工作帽和口罩，笔者走进生产车
间。车间的工人正紧锣密鼓地工作着，一池
一池的醋液正在发酵，空气中弥漫着酸中带
甜的醇香。

“酒香也怕巷子深。”辽宁塔城陈醋酿造
有限公司的营销总监张杰说，“高铁时代为喀
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量，现在

大家方便来，愿意来，喀左陈醋也有了更多
销路。”醋产品有三种主要味道“酸香甜”，
山西老陈醋的“酸”，镇江香醋的“香”，而

“甜”就是喀左陈醋了，也叫“中国甜醋”。
“我们地方小，以前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

达，去沈阳、北京得从下午六点坐大巴车，
到第二天早上四点才能抵达。”张杰向笔者介
绍，“有了高铁以后，去沈阳、北京两个小时
就到了，做业务要方便很多。”高铁建成以来，
这里的客流量增加了很多，带动了喀左当地的
品牌发展。张杰说，“更多的人来喀左买陈
醋，销售一直稳定增长。”近三年，辽宁塔城
陈醋酿造有限公司新增了 40 个城市的经销
商，销量稳定在每年环比增长10%以上。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助力喀左振兴发
展，与乡村企业一起在候车室打造了特色农

产品展柜，开设了特色产品销售专区，为过
往的旅客和旅游团体推荐当地特产。展柜里
共展示产品16种，帮助乡镇企业提升产品知
名度。

“京哈高铁开通以后，我们的农产品可以
在喀左以及辽宁朝阳、葫芦岛、盘锦等辽宁
省50多家高铁站进行销售，也成功加入了高
铁沿线城市当地商超和地方特产店。高铁使
我们的农产品知名度更高、走得更远，大幅
度提升了销量。”喀左县凌河牧鸭基地辽西特
产开发中心的销售人员介绍。

喀左县凌河牧鸭基地辽西特产开发中心
是一家以原生态无污染鸭蛋为主导的集特产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产品销量
已经翻了将近一倍，从高铁开通前的年销量
7000 多万元，发展到现在最高能到达 1.2 亿

元。”喀左县凌河牧鸭基地辽西特产开发中心
总经理王新文说，“未来，我们计划让当地农
户全部参与进来，做好产业的供应链，提高
当地农民的收入，不单做国内市场，也希望
走向国际。目前，我们的大凌河鸭蛋和化石
鸟牌小米已经在韩国销售，未来有望向欧洲
市场继续拓展。”

高铁线上动人的风景线

高铁站台上，人声鼎沸。列车缓缓驶入
站台，乘客们提着行李箱，脸上洋溢着归家
的喜悦或是对未知旅程的期待。每一趟列车
准时启动，稳定运行，在这片繁忙而有序的
场景中，有一群默默无闻却至关重要的铁路
工作者，他们坚守在台前幕后，用汗水保障
着铁路安全顺畅的运行。正是这份不懈的努
力与无私的奉献，确保了铁路动脉的平稳跳
动，让每一次的出发与到达都平安通畅。他
们，是高铁线上最动人的风景线。

“车上有位孕妇突发疾病，需要在你站下
车接受紧急治疗。”8 月 15 日 11 时许，阜新
车务段辽宁朝阳站值班员刘兴东、客运值班
员路刚秀，分别接到了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
公司调度所和G913次列车长的紧急电话。一
场紧张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小东 951·凤
鸣朝阳”服务团队对病人进行紧急救治并护
送上救护车，整个救助过程不到20分钟。

小东站坐落于锦州市黑山县小东镇，是
中国铁路高新线上的一个四等中间站，因上
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点不差，差一点也
不行”的小东精神而闻名全国。为了传承和
弘扬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阜新车务段党委
倾力打造了“小东 951”服务品牌。在此框
架下，辽宁朝阳站成立了“凤鸣朝阳”服务
团队。他们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服务
宗旨，坚持五心服务管理理念，为旅客提供
检票区引导、车次查询、解答问事、规划行
程、“爱心卡”接送站、引导站内便捷换乘及
提供旅行常用物品等服务。自团队创建以
来，累计帮扶重点旅客5000余人次，寻找铁
路遗失物品1.7万件，为300多个出行团体提
供便捷进站服务，获得广泛好评。

子夜时分，哈大高铁线上忙碌一天的辽
阳站归于平静。此刻，站内信号工区班组高
铁巡检员的夜巡开始了。“这个锁口又偏差了
0.5毫米，需要手工进行及时调整。如果锁口
变化偏大不能及时调整，很容易造成高铁列
车停车故障。”班内负责人肖丰说。

每逢值守，肖丰要带领全班检查站内所
有信号设备，一个螺丝、一个线头都不能忽
略。白天线路繁忙，属于信号工区班组的时
间只有夜里最难熬的 4 个多小时，从一遍遍
调试轨道电路，实验道岔转辙机动作转换，
到为道岔涂油，他们要用鹰一般的执着与敏
锐，对道岔转辙机、轨道电路等设备进行检
修、维护，确保高铁安全、万无一失。一线
职工王鑫自豪地将自己称为“高铁上的孤
鹰”。虽然作业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到他们，
但是他们依然愿意做翱翔在深夜里高铁上空
的“孤鹰”，守护好旅客平安回家之路。

不管是旅客视线外的“高铁孤鹰”，还是
车站上细心服务的“凤鸣朝阳”服务团队，
有了他们，高铁这一国民经济大动脉才得以
充分展现其强大作用。他们的辛勤付出与不
懈努力，让铁路网络如同血脉一般，为国家
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

图①：复兴号列车疾驰在
京沈高铁上。

图②：沈阳高铁基础设施
段作业人员正在对转辙机进行
检修。

图③：辽宁朝阳“小东951·
凤鸣朝阳”服务团队成员帮助
旅客使用手机12306APP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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