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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跨越海洋  见证通途

“站在自己参与建设的深
中通道大桥上，从一个使用者
的角度去看待这座雄伟的工
程，我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1999 年出生的湖南衡阳小伙
子雷健，大学毕业后便投身深
中通道大桥的建设，成为深中
通道深中大桥西索塔的一名技
术员。

与雷健并肩作战的，是来
自天南海北的万余名建设者，
他们为了同一个梦想，相聚茫
茫伶仃洋。历经 7 年前期研
究、7 年艰辛建设，他们铸就了
深中通道海上天路、海底长城，
用智慧铺下了海底隧道的节节
钢壳，用匠心搭起了跨海大桥
的条条缆索。

“读书时观看港珠澳大桥
的纪录片，觉得非常震撼，我为
那些参建者感到骄傲，所以毕
业 后 我 就 决 定 来 到 这 里 工
作。” 谈及加入深中通道建设
的原因，雷健如是说。

由于工程离岸，刚参与工
作时，雷健面对着身体和心理

上的双重挑战。“手机信号不太
好，阳光又很强烈，我被晒得很
黑。”雷健说。

虽然刚开始不适应，但很
快雷健就习惯了。“下班后，同
事们会一起聊天，领导们也非
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时
常交流，让我们减轻压力。”雷
健说。

参与深中通道建设的过程
中，让雷健印象最深的是看着
199 根“中国芯”被拉起。这里
的“中国芯”指的是深中大桥所
使用的主缆钢丝，它是目前国
内强度等级最高的悬索桥主缆
钢丝。

深中大桥上下游共设两根
主缆，单根主缆由 199 根索股
组成，每股又由 127 根高强钢
丝组成，长约 3 公里、重约 90
吨，可承担极限拉力高达 740
吨，是已通车运行的南沙大桥
的 1.5 倍。

为让悬索桥“生命线”更强
劲、更耐久，深中通道项目建设
者经过三年多的试验探索，实
现了“中国智造”的再突破，主
缆强度由 1960 兆帕直接提高
到 2060 兆帕，耐久性得到极大
提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负七年日与月，一桥飞
架跨伶仃。深中通道历时 7 年
建设，项目团队研发形成了 15
项世界首创的核心材料、关键
技术和大国重器，创造了 10 项

“世界之最”。
作为参加过深中通道建设

的一员，如今雷健正奋战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另一超级工程狮
子洋通道的狮子洋大桥上。

深中“鹊桥”  情满珠江

2023 年 4 月，殷先生因工
作变动迁往珠海高新区，与住
在深圳市宝安区的女友栾女士
开启了异地生活。

每周五的晚上，是殷先生
最期盼的时刻。他匆匆下班，
乘坐两个多小时的巴士，穿越
珠江之畔璀璨灯火，只为早些
与女友相聚。在每周一的清
晨，殷先生又不得不告别女友，
踏上返回珠海高新区的路途，
开启忙碌的一周。

在大湾区，像殷先生、栾女
士这样的“周末恋人”“周末夫
妻”并不少见。

此前，殷先生在从珠海搭
乘顺风车前往深圳时，遇到一
位与之境况类似的顺风车车
主。该车主平时在珠海工作，
只有周末才能返回深圳与爱
人、孩子团聚，这样的状态已持
续了五六年。

每周一次的相聚、每月八
次的奔波、每年近百次的往返
……这曾是殷先生与栾女士异
地生活的常态场景，如今随着
深中通道的开通发生了改变。

异地生活开启后，殷先生、
栾女士时刻关注深中通道最新
建设进展，并终于在今年等到
了深中通道 6 月 30 日通车的
消息。

经过深思熟虑，两人最终
决定在马鞍岛安居。该岛位
于中山市翠亨新区的起步区，
是深中通道登陆中山市的第
一站。

如今，殷先生、栾女士每天

下班后都可以回家相聚。早
晨，栾女士乘坐跨市公交经深
中通道前往深圳前海上班，整
个行程不到 1 个小时，殷先生
则开车去珠海高新区上班。中
山市成为两人生活的新起点。

据了解，深中通道建成通
车后，深圳、中山之间的车程
由 2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内，两
地 携 手 进 入“ 半 小 时 生 活 交
通圈”。

与此同时，大湾区不少城
市推出了相应配套措施，更好
地服务当地居民出行。深圳、
中山两市开通 15 至 20 分钟一
趟的跨市公交。此外，深中跨
市公交线路在两地都开通了接
驳公交线路。

“深中通道开通后，极大地
方便了两地居民出行，不仅缩
短了身处异地的亲友之间的距
离，也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灵距
离，希望未来大湾区交通能更
加便利。”殷先生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说。

深中携手  “桥”见未来

时间回到 2019 年，瓦特智
汇（广东）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瓦特智汇”）负责人雷云
波切入大功率 LED 驱动电源
赛道，在深圳成立公司开始研
发产品。为了进一步推动研发
成果转化，雷云波经过多番调
研，决定将企业落地中山市小
榄镇，通过“深圳研发＋小榄生
产”模式，开启企业发展壮大的

“双城记”。
“深中通道的规划，让公司

在进行顶层设计时有了更科学
合理的考量，即‘深圳研发+中
山制造’。”雷云波分析，深圳有
创新的土壤，在深圳搞研发很
容易形成合力；中山则汇集了
各领域的大国工匠，“中山智
造”涵盖各行各业，这里是高质
量产业化的理想区域。

2021 年 7 月，瓦特智汇在
小榄镇投产，引进了行业先进、
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线，专注

于中大功率 LED 驱动电源、光
伏逆变器、工业电源等高科技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如今，随着深中通道的开
通，深中同城生活愿景也加速
照进现实，雷云波对企业未来
战略发展布局有了更加清晰、
更加笃定的思考。

“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密不
可分，研发与生产、供应链、品
质、业务等部门间高效的日常
交流对企业经营发展非常重
要。”雷云波表示，深中通道大
大缩短了深圳到中山的车程，
这非常有利于公司深圳研发团
队与中山制造基地各部门间的
高效协作，加快技术改造和新
产品研发速度，进而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

展望未来，雷云波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瓦特智汇将充
分利用深中同城化的优势，在
深圳孵化一些前沿的科技项
目，在中山小榄生产基地进行
转化量产。目前，公司准备启
动的项目有微型光伏逆变器和
高速 BLDC 电机。

深中通道的开通，为深圳
和中山两地经济合作与交流搭
建了更加便捷的桥梁。未来，
随着两城交通时间的缩短，企
业间的互动将更加频繁，产业
链与创新链的整合也将逐步加
深。作为珠江西岸的重要节点
城市，中山市也将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把握新机遇，中山市已经
有所行动。今年中山市政府 1
号文件《中山市科技创新强市
十五条》提出，支持深圳等外市
科技计划项目到中山开展成果
转化，享受国家、省级项目成果
转化同等政策待遇，对企业研
发经费最高补助 500 万元。

此外，中山市还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在深圳设立研发中
心、技术中心，就近使用深圳
科创资源，与深圳高校科研机
构、技术服务平台建立稳定的
合作渠道，加快研发和成果产
业化。

深中通道加速大湾区城市融合发展深中通道加速大湾区城市融合发展
6月30日15时，国家重大工程、粤港澳大湾区超

级工程——深（圳）中（山）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

这是全球首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

跨海集群工程，路线全长约24公里，深圳至中山的车

程将从此前约2小时缩短至30分钟。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A”字形交通主骨架的关键一

横，深中通道让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莞惠”与“珠中

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有力促进大湾区资

金、人才、技术等各项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A”字形交通主骨架的关键一横，深中通道让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莞惠”与

“珠中江”两大城市群实现了跨海直连。深圳、中山之间的车程由此前的约2小时缩短至约30分钟，

两地携手进入“半小时经济生活圈”。图为深中通道通车首日，车辆有序通行。 人民视觉

深中通道通车试运营当日，深圳机场中山航空港以及深中机

场专线同步开通。据悉，深圳机场中山航空港往返深圳机场的巴

士每天共72班次。图为旅客在深圳机场中山航空港值机区办理

业务。 中新社记者 陈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