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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得乾

7 月 26 日，记者来到 G213 策克至磨

憨公路乐都至化隆段公路工程项目重点

控制性工程之一的斜沟 5 号特大桥施工

现场。

只见两山之间，塔吊林立，一个个青

黑色的桥墩顺着山谷拔地而起，围绕桥

墩的施工现场忙碌而有序。

“斜沟 5 号特大桥是整个项目中施工

难度最大的一座桥，全长 1340 米，共有薄

壁空心墩 26 个，主桥上部结构采用预应

力混凝土双幅两联连续刚构，其中最高

的桥墩高度达到 91 米，再加上梁板的高

度，桥梁总高达到了 96 米。”中交一公局

乐化高速公路一分部项目经理王震雄告

诉记者，这座桥梁的最大施工难点就是

桥梁上部的挂篮施工，由于 3.9%的大纵

坡和 5%的超高横坡都达到了施工设计

的极限，项目部通过对挂篮进行专门设

计和特殊处理，在确保了施工安全的同

时，提高了施工效率。

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安全

通道，乘坐施工电梯来到高度为 75米的 7
号桥墩顶部。由于桥墩太高，为了安全起

见，每个桥墩都设有一部施工电梯，并设

置专人进行电梯升降操作和安全防护。

墩顶作业面上此时正在进行挂篮施

工。“为了顺利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根据实

际施工条件和桥梁小半径曲线特点，对挂

篮轨道进行了专门设计和调整，将挂篮轨

道由普通的 6 米一截调整为 1.5 米一截，

实现了小半径曲线的调节，然后又对挂篮

实行内侧加固，提高了施工的安全性。”施

工现场技术主管郭坤向记者介绍。

郭坤告诉记者，由于山里气温低，在

进行挂篮施工时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就需

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养生凝固，这样下

来整体的施工进度就会比往常慢一点。

但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质量，项目施工严

格按照计划科学有序地推进。

“斜沟 5 号特大桥作为项目的控制性

工程，一直是项目管理的重点。项目部积

极抢抓施工‘黄金季’，通过每周召开生

产例会，精密组织施工。”王震雄说，目前

斜沟 5 号特大桥共投入作业人员 130 人，

塔吊 13 台，电梯 10 台，挂篮 12 对，各项施

工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王震雄介绍，因为斜沟 5 号特大桥的

墩高比较高，为了保证施工安全，项目部

在墩柱施工中采用三级操作平台工法，在

挂篮施工操作平台四周设置了安全防护

围栏，让工人在施工中始终处于封闭空

间。同时，通过在挂篮底部设置防护装置，

有效防止了施工时混凝土块、钢筋头从高

空掉落，保障了地面施工人员的安全。

“目前施工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风大，

基本上每天下午都有五六级的大风，所

以在施工当中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防风

措施——在常规挂篮的基础上多加了几

道后铆固定，增强了挂篮的抗风能力。”

王震雄说，在项目建设中不仅要保证施

工质量和项目进度，还要保证施工安全，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为了在项目建设中切实落实生态保护

优先理念，项目部在临时设施建设中，严格

实行先设计、再施工的要求。还在混凝土拌

合站设置了沉淀池，对洗车和喷淋养生废水

进行三级分离沉淀处理，对沉淀的清水进行

循环利用，极大减少了废水排放，在项目建

设中实现了环保施工、绿色施工。

G213策克至磨憨公路乐都至化隆段

公路工程是规划的 G213 国道的一部分，

同时是青海东部城市群“三纵三横”对外

综合运输通道中“三纵”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起点与G6京藏高速相接，远期向

北与 S204 扎碾公路和 G341 加西公路互

通，向南与牙同高速和 G310 尖共高速互

通，形成青海省东部地区的出省通道。

“目前斜沟 5 号特大桥引桥下部结构

已全部完成，薄壁空心墩完成 20 个，剩余

6 个计划于 8 月全部封顶，右幅 12 个桥墩

连续刚构已施工至 9 号块，预计今年 10
月份可实现右幅合龙。”青海省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乐化项目办主任沈建青表

示，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斜沟 5 号特大

桥的早日合龙将为项目按期建成通车打

下坚实基础。

突破极限造大桥

“自从青海机场公司基本航空服务计
划试点启动以来，‘远’这一问题迎刃而
解，我们的设备顺利投产、效益同步就
位，公司也为全州6县2000户牧民带来
每户每月 1800 元的收入。”说起这些，
果洛格桑花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脸上洋
溢着开心的笑容。而之前，因为交通不
便，公司发展牦牛奶粉产业的想法曾一
度束之高阁，企业也是长期陷入困顿步
履维艰。

从格桑花乳业公司的发展中，我们
看到了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一个地处
偏远的地方企业发展的无比重要，也从
侧面说明了民航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不可或缺。

一直以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始终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战略性、基础性和先
导性作用。所以看一个地区经济是否具
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基础设施建设是
否完善即可大致做出判断。

青海地处祖国内陆腹地，这里地域辽
阔、高山耸立、河流纵横、气候高寒缺氧，
各族群众生活生产条件艰苦，所以加快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近年来，青海着眼未来长远发展目

标，立足当下发展实际，紧紧围绕公路、
铁路、民航、能源、水利等关乎全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加大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投资建
设力度，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相继建成，全省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得以
进一步提升。

特别是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省上下把稳投资摆在突
出位置，以基础设施投资为抓手，全力推
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提速建设，西宁机
场三期加快推进飞行区及航站区工程建
设，西成铁路项目取得生态环境部环评
报告批复，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提
质工程开工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发展改革委紧
盯国家战略投向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精心谋划和推动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利长
远、增后劲的重大项目，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长7.2%。”这是7月5日青海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青海这十年”发
展改革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青海省发展和
改革委副主任张忠良的介绍。

随着一个个重大项目的加快实施，我
省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基础设施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必
将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质增速，不断
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田得乾

从一个边远乳品企业的
“起死回生”说起

本报记者 田得乾

一条条通衢大道畅通着群众出行的幸福之路，一座座支线机场搭建起经济发展的
空中走廊，一个个重大水利枢纽项目滋润着高原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上下精心谋划和推动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全省公路总里程达8.62万公里，高速（含一级）公路里程达4101公
里，二级公路里程达9116公里，三级及以下公路里程达7.29万公里；“一主六辅”民用机
场运营格局全面形成；“引大济湟”调水总干渠和北干一期建成通水。基础设施建设在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新青海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七月的青海高原天高云淡，遍地

苍翠。位于西宁市湟源县和平乡的

小高陵村也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游

人不断前往。一条黑色的柏油公路

穿村而过，引导游人向那铺排着层层

梯田的山顶而去。

近年来，得益于小高陵红色景区

旅游公路建成，不仅让村民们出行更

加便利，也让村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小高陵凭借独有的红

色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从最初的土路到后来的水泥硬

化路，再到柏油路，我们的生活生产

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说起如今

的日子，小高陵村村民李积元高兴得

合不拢嘴。他说，以前村里的路不

好，大家出行也不方便，现在柏油路

修到了家门口，来旅游的人更多了，

经济收入也更有保证了。

小高陵村党支部书记王金龙说：

“2018 年底村里建成了小高陵红色

景区旅游公路，不仅使村里的基础设

施更加完善，也带动了全村的红色旅

游景区发展。”

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我省交通重

点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有着更加普惠的重要意义，

不仅事关更好满足人民出行需求，也

关系着广大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改善，更关系着切实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统筹推进

公路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

内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加强出省通道

建设，提高通畅水平和通达深度，构

建起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促进旅

游业大发展相适应的交通运输体系。

特别是 2021年，全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农村交通提质行动，开展“美

丽乡村路”示范工程建设，完成普通

省道和农村公路投资 22亿元，新改建

农村公路 1727 公里，新增 8 个乡镇通

三级公路和150个自然村通硬化路。

一条条通衢大道成为了方便群

众出行、助力产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交通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更好畅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实

践路径。

公路建设让人们出行更加便利

青海省高山大河、地广人稀的自

然环境，决定了发展交通这一社会事

业和民生工程的特殊性，而民航以其

成本低、辐射强、快速便捷、安全性高

等特点，成为发展青海交通服务均等

化的重要支柱，高效优质的机场建设

更是民航业发展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打通省内各地与外

界往来的空中通道，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2016 年至 2019 年青海机场公司

机场建设保持“每年投运一个机场、

每年建成一个机场、每年开工一个机

场”的高速度，平均每个机场建设周

期为 3 年，与内地持平，是西北地区

机场建设发展速度最快的省份。

然而，随着青海机场建设步伐

不断加快，高原支线机场数量逐年

增多，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 时 ， 受 运 行 标 准 高 、 适 航 机 型

少、航线运营成本高等因素影响，

青海省内支线机场发展也进入了瓶

颈期。

2017 年 11 月，青海省人民政府

与民航局联合下发《关于在青海省开

展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点工作的通

知》，明确以在青海推行两年的“通廉

航空”为基础，在德令哈、花土沟、果

洛、祁连开展“基本航空服务计划试

点”。至此，青海成为全国首个“基本

航空服务计划试点”省份。

2019 年 ，青 海 机 场 公 司 通 过 多

方论证、实验，在海西州德令哈、格尔

木、花土沟三座机场开通全国首条高

原通航短途运输双向环飞航线，实现

青海省通航产业的重要突破。短途

运输航线以其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的

优势，通航不到半年旅客吞吐量即突

破 1万人次。

“ 青 海 机 场 开 通 的 短 途 航 线 运

输，让我成了村里最早坐飞机去花土

沟的人之一，现在很多村里人要去坐

飞机都会来咨询我。”说起乘坐青海

机场有限公司通航短途运输环飞航

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尕海镇尕海村村民刘兆福笑得很开

心。

记者从青海机场有限公司了解

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青海民航步入

建设发展快车道，由最初的三个小机

场，发展为当前“一主六辅”机场布

局，民航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基本覆

盖省内主要地区，进一步丰富了青海

省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巩固了西宁机

场青藏高原区域枢纽机场地位，极大

改善了青海人民出行条件，搭建起青

海对外联系的空中桥梁。

民航基础设施建设架起空中通道

民生水利项目关乎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

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水利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能否持续提升。

6 月 18 日，引大济湟工程西干渠

32 号隧洞胜利贯通，标志着青海省

“一号水利”工程所有隧洞全部贯通，

也标志着制约引大济湟工程建设的

最后一个“卡脖子”瓶颈被彻底打通，

为工程造福人民群众打下了坚实基

础。

作为青海有史以来建设规模最

大 、 综 合 效 益 最 广 、 受 益 群 众 最

多、建设条件最复杂的战略性调水

工程，总投资 146.34 亿元的引大济

湟工程，是一项跨流域的大型调水

工程。工程通过从青海省东北部大

通河调水，穿越祁连山余脉达坂山

引入湟水河，解决青海湟水北岸群

众的饮水安全和农林灌溉及工业、

生态用水问题，为青海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和

水生态保障。

引大济湟西干渠、北干二期、蓄

集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那

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完成年度投资目

标任务，中小河流治理、重点水源工

程建设、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及节水改

造 等 面 上 项 目 建 设 稳 步 推 进 ……

2021 年，全省水利系统聚焦水网重

大工程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全面提

速。

去年，我省水利部门积极推动民

生水利工作提质增效，建立长效机

制，重点解决供水保障程度不够稳

定、季节性缺水等突出问题，维修养

护 923 处集中式饮水安全工程，144
万群众受益，全省农村牧区自来水普

及 率 、供 水 保 证 率 分 别 达 到 80%、

94%，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水利需求。

回首过往，皆是序章；展望未来，

信心满怀。迈入新时代，青海各族人

民必将顺势而为，扎扎实实推进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筑就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水利建设让水资源保障能力不断提升

龙羊峡水电站。 王国栋 摄 建成投运的祁连机场。 青海机场有限公司供图

建成投运后的德令哈（托素）750千伏变电站。 邹建华 摄青藏铁路。 青藏集团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