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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世界的新科技在这里不断孵化领跑世界的新科技在这里不断孵化

图①：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全景。 闫军 摄

图②：英山县茶叶谷旅游公路在生态茶园间穿行。
汪咏梅 摄

图③：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作业场景。 闫军 摄

图④：货轮在长江上行驶。
重庆高速航发集团供图

图⑤：“瑞雪迎春”冬奥列车驶进崇礼站。
邓昆伦 摄

图⑥：由中铁上海工程局承建施工的京雄城际
铁路固霸特大桥“隔音隧道”。

陈哲豪 摄

图⑦：粤港澳大湾区新的重要过江通道虎门二桥。
交通运输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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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李晓敏

3月 22日，“现代奥斯陆”轮靠泊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 105泊位，不见一人

的码头上，桥吊此起彼伏，AGV（自动导引运输车）往来穿梭，忙而有序，彰显春日海港的

活力。

早上 7点，距离开早会还有近 1个小时，在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工程技术部办公楼内，

部门副经理张卫正在办公桌上捧着一本《现代传感器手册》，专心致志地学习。

“得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自动控制领域里不同的知识，汲取

更多的养分，为我们不断创新高精度控制模式贡献自己的智慧！”近期，张卫和他的团队正

在持续优化集装箱吊具自动入舱项目，进一步提升集装箱吊具入舱时的安全和效率保障。

在这座充满高科技的码头上，张卫已经工作了 6 个年头，见证着“桥吊自动防风锚定”

“机器人自动拆装旋锁”“免维护、可视化高压供电装置”“桥吊一对多远程监控系统”等新科

技不断在这里孵化、落地。

1988 年，高中毕业的张卫来到青岛港。那时候，大家对于码头工人的认识仍然停留在

“扛大包”“臭老搬”的印象。进入 21世纪，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船舶大型化趋势，加

快传统作业模式升级换代势在必行。

2002年，集装箱码头西移，2000多米的顺岸码头，全新的装卸桥吊，新的控制驱动系统，

让张卫心中充满激动：“我们的港口发展如此迅速，现在的我们，早就不是‘扛大包’了，瞧瞧

多气派！”

2013年，青岛港站在全球高度，立足产业方向，综合研判国内外港口发展趋势，瞄准第五、

第六代港口，以制定行业领先标准、打造全球一流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为目标，作出建设自

动化码头的战略决策，并计划成立自动化小组。当年 10月 20日，张卫来到自动化项目组，他

们要将青岛港建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这不仅要从土建、设备、系统管理多个方面

整体提高，而且必须要适合青岛港的运维环境，很考验自动化项目组全方位的智慧。

张卫和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 2017年 5月 11日，在自动化码头开港仪式上，实现

桥吊、AGV、轨道吊三大设备接力作业无缝衔接、流畅运行，桥吊单机作业效率更是达到

26.1自然箱/小时，创造了全球自动化码头开港作业效率的新纪录。

“永远忘不了那个激动时刻！如今，看着我们的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领跑世界的新

科技不断在这里孵化，我入港时的犹疑早就抛到太平洋了！”张卫说。

本报记者 李国

碧绿的长江江水沿江而下，左岸，高高的一期泄洪闸及启闭机房

巍然矗立，有 10多层楼高，工人们正在忙着进行室内外装修装饰。

右岸，正在进行二期施工。放眼望去，在围堰保护下长 500 多米

的干地基坑已形成。宽阔的施工现场，200 多人正在进行发电厂房基

坑开挖，泄洪闸基础混凝土浇筑，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这是记者 3 月 29 日在重庆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嘉陵江利泽航运

枢纽施工现场看到的景象。

“作为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陵江全江渠化共 17 个梯级，

利泽航运枢纽是自下而上的第 3 级，也是嘉陵江梯级开发规划的最后一级

枢纽。”重庆嘉陵江利泽航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明生说，为了打通这一

咽喉工程，完成“水上高速”最后一块拼图，川渝两地联合投资 39.6亿元，2019
年 3月启动利泽航运枢纽建设。

目前，利泽航运枢纽一期工程已完成 99%，船闸具备通航条件。正在施

工的二期临建工程基本完成，三枯土石围堰已填筑至设计高程，正在进行基

坑土石方开挖、泄洪冲沙闸底板混凝土浇筑。其中土石方开挖完成 28 万方，混

凝土浇筑 3000 方。2025 年，项目将建成，届时川渝两地将打通嘉陵江全江渠化

最后一公里，“水上高速公路”建成，1000 吨级船舶可一路畅行到重庆境内，实现

通江达海。

《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四五”时期，重庆将改善千吨级航道 500 公

里，三级及以上航道实际达标里程达到 1200公里，完成嘉陵江草街库尾段、乌江白马至

彭水段、渠江重庆段等航道整治。

同时，重庆还将加快推进“三枢纽五重点八支点”港口体系建设，新增港口货物吞吐能

力 3000万吨，港口货物吞吐能力达到 2.4亿吨；推动组建长江上游港口联盟，形成分工协作

的航运体系，基本建成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重庆至上海水运时效提升 40%以上，

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压缩一半以上，企业获得感将明显增强。

““水上高速水上高速””最后一块拼图将完成最后一块拼图将完成

本报记者 杜鑫

本报通讯员 潘庆芳 汪咏梅

3月 24日，位于大别山区的湖北省英山县天蓝云白，

桃红柳绿。从县城出发，20多分钟就看到沥青公路路边

“最美农村路”茶叶谷旅游公路的指示标牌。

地处鄂皖两省三县交汇处的英山县杨柳湾镇烂柴

河村，因原来脏乱差，常年枯枝烂叶铺满河沟而得名，曾

是重点贫困村之一。

“没有交通的大变化，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烂

柴河村党支部书记蔡光胜笑着说，“村民们最直接的感

受就是一条好路、一个驿站、一座幸福桥，让我们村成

了网红打卡点和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英山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段志猛介绍说，2020
年 10 月通车的茶叶谷旅游公路，分 4 条支线循环，与

318 国道平交，长 11.617 公里，总投资 2025 万元，连通

烂柴河、河南畈、腰磨畈、宋家榜等 8 个村，是一条集

“交通+旅游+产业+康养”为一体的“四好农村路”。

对于“一条好路”，当地村民胡维江感慨地说：“这

样宽、这样好的柏油路到村到组到门口，真是做梦也没

有想到啊！”

自从茶叶谷旅游公路通车后，公交车、知名企

业、茶叶节的游客等都来了，方便了村民，运出了山

货，换回了钞票，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得到了实惠。

村民们依托美丽公路，发展农家乐、种药材、搞养殖、

做直播。

随着物流快递进村，村民谭斌网上销售茶叶尝到

了甜头，带着更多乡亲投身电商卖茶叶。曾是贫困户的

胡春平开起农家乐，卖起农产品，成功脱贫。他说：“能

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沾了好路和茶叶的光。”

路畅产业兴。蔡光胜信心满满地说，下一步将借茶

叶谷旅游公路的便利，向周边辐射发展商贸旅游一条街，

为体验种茶、采茶、制茶、品茶游客提供吃喝玩乐购“一站

式”新体验，带领村民们奔向共同富裕。

烂柴河村的巨大变化只是我国交通建设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改建农村公

路超过 16 万公里。今年，我国将新增约 3.2 万个较大人口

规模村组通硬化路，继续实施 5万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

公路通了公路通了，，山村成网红打卡点山村成网红打卡点

本报记者 刘静

本报通讯员 邓昆伦 王崇燕

3 月 29 日，复兴号列车在太锡铁路太子城至崇礼段（简称太崇铁路）飞速驶

过。至此，太崇铁路已安全运营 80 余天，并顺利完成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运输保障任务。

太崇铁路南起太子城奥运村核心区，北至崇礼城区，2020 年 2 月开工建

设，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工程，也是京张高铁崇礼支线的一

部分。

让中铁十六局集团太崇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张奇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借

鉴京张高铁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太崇铁路建设中创造了国内普速铁路长

大隧道建设史上最快施工纪录。

总长 14.434 公里的和平、崇礼两座隧道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地质条件复杂，穿越地层富水、围岩多变，最大日涌水量超过 1 万立方

米。同时面临单线长大隧道材料运输困难、低温严寒、通风排烟等诸

多困难，施工进度严重受到制约。

“为确保工期，我们增设 10座辅助坑道 6.655 公里，累计隧道开

挖 21.089 公里。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找准关键环节，选择最优方

案，通过技术创新助力项目快速施工。”到太崇铁路项目上后，张

奇只能白天看现场，晚上写方案。

在京张高铁建设成就的激励下，张奇和团队利用科技利

器，主动优化工艺，提高施工效率。

“针对强涌水，我们采取多级接力排水与大功率单级排

水相结合方式，实现洞内无水作业，有效保证了开挖进度和

安全。针对材料运输困难，我们将斜井进正洞变为人字

形进洞，减少隧道掌子面掘进与仰拱栈桥、二衬台车等

设备组装的互相干扰，既保证交通安全顺畅，又缩短工

期至少 1个月。”张奇说。

在施工过程中，张奇和团队创新采用 16 项先进

工艺，大幅提高隧道开挖进度和施工质量，创造了

国内普速铁路建设史上最快施工纪录——提前

近 4个月全线隧道贯通。

“10多年前开挖隧道，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机

械设备和先进的工艺？现在能够创造纪录，这

全得益于国家和企业综合实力的快速增强！”

已与隧道为伍14年的张奇很是感慨。

铁路快速施工纪录创造者的情怀铁路快速施工纪录创造者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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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交通强国，，筑就兴业富民筑就兴业富民““快车道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