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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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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人奋战一线

成达万高铁16个标段全部开工
多云转晴

偏北风1-2级
阴转小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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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6时）
AQI指数 33 空气质量：优

1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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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后，春渐暖，川东丘陵连片油
菜冒出鹅黄色，春光无限。比春光更富
生机的，是散布在川东大地的铁路建设
现场。3月8日、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探访了成达万高铁位于达州
开江县、南充营山县、遂宁安居区3个标
段的多个工点，看到施工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

据成达万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介绍，目前全线16个标段已全部开工，
1.2万人奋战一线，路基、桥梁、隧道均
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建设按下“加速
键”。

看施工
桥、隧、车站建设全面推进

8日14时许，达州市开江县讲治镇
的光明隧道出口，洞身挖掘施工正在进
行。中铁北京局成达万高铁15标二工
区安全总监白李康介绍，目前出口洞身
已掘进66米，仰拱初支已经成环，即将
开始二衬施工。

全长8468.8米的光明隧道，一端在
四川省开江县境内，另一端在重庆市开
州区境内，地处连接川渝的关键节点。
从去年12月进洞以来，作业人员采用24
小时轮班制，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紧挨着光明隧道，灯塔村特大桥建
设也在加速推进。白李康告诉记者，3
月5日，这座大桥15号墩完成浇筑，这
也是成达万高铁营山至万州段浇筑完
成的首墩。

约350公里外，位于遂宁市安居区
的德公村特大桥也于近日完成了“首”
的突破。中建八局成达万高铁5标工程
指挥部指挥长李强华介绍，3月1日，大

桥首桩开钻，目前共有4座桥墩同时进
行桩基作业。

“德公村特大桥总长约3.9公里，4
跨既有线，是我们标段的重难点控制性
工程。”李强华说。大桥跨越达成单线
铁路、遂新上行联络线、沪蓉双线铁路，
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开始桩基施
工，标志着大桥建设全面推进。

两个标段之间，位于南充市营山县
城以西约15公里的营山西站施工现场，
15台挖掘机同时作业，争分夺秒“啃下”
160万方土石方的硬骨头。“我入行36
年，第一次遇到这么大规模的土石方工
程。”中铁十九局成达万高铁工程指挥部
副指挥长张占杰说。预计今年上半年，
车站土方挖运工程将全部完工。

看管理
智慧系统助力标准化建设

人员、机械设备的充分投入，保证
了施工稳步推进；拌和站、钢筋厂等大
型临时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则为施工高
质、高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9日中午11点过，记者来到位于南
充市营山县东升镇的中铁十九局成达
万高铁10标3号拌和站，这里承担着管
内35.8万方的混凝土生产任务。与传
统拌和站不同，这里全部采用智能化、
信息化生产。

在信息化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可通
过大屏监控混凝土生产的每个环节，一
名操作员、一名信息员就能完成全部操
作。“生产实时数据会上传国铁集团工
程管理平台，投资方、建设方可监控、管
理每一个流程。”张占杰说，“全流程透
明化的生产，有力保障了产品质量，对
全面卡控工程安全质量打下了基础。”

同样采用数字化生产的，还有旁边
的3号钢筋厂。

“我们投入了8台数控智能生产设

备。”该钢筋厂厂长许峰告诉记者，这些
设备的投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目
前钢筋厂生产车间有23名工人，而同规
模传统钢筋厂要保证生产，需要投入50
人以上。

除此之外，该钢筋厂也采用了信息
化管理平台，原材料入库更规范，取用
过程也更明晰、有迹可循；通过平台数
据分析，还可提升出材率和余料利用
率。“我们允许的钢筋损耗率是2%，现
在可以降低到0.5%。”许峰说。

看进度
16个标段全部开工

两天时间，记者探访了成达万高铁
15标、10标、5标，三个标段路基、桥梁、
隧道建设均已开工，每个标段的开工工
点均接近一半。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成达万高铁建
设全线，16个标段已经全部开工，呈现
多点开花的面貌，1.2万名建设者奋战
一线，掀起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达万高铁于
2022年9月30日全线动工建设。这条
线路经过川东经济区遂宁、南充、达州3
市，是该区域第一条时速350公里高
铁，因此从动工之初，项目的每一步动
态都备受关注。

“沿线居民对这条高铁翘首以盼，
自开工以来，对建设给予了非常大的支
持。”成达万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成
达万高铁达州指挥部指挥长何万发说。

据了解，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设工期为5
年。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形成从成都东
出、北上的全程350公里时速高铁出川
大通道，对完善四川高铁网、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朱宁）3月13日上
午，“宜居成都，舒心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专
场推荐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此次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共计12个，房源8200套，分布在成都天府软
件园、成都东站等区域，交通便利，配套完善，
可以极大程度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住需
求。本次活动为期三天，后续还将在全市其
他区域陆续开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题活动，
方便新市民、青年人了解政策、项目，顺心、舒
心地租赁到心仪的房源。

据介绍，截至目前，成都已累计筹集项目
207个，房源12.7万余套（间），配租1.8万余套
（间），解决了3万余名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
难题。其余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
还将推出房源1.5万套，让更多来蓉创业就业
的新市民实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我市房源重点布局在产业功能区、商业
商务聚集区、轨道交通站点附近等交通便捷、
生产生活便利、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的区域。”
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市推出
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严格按照小户型、低
租金的要求，户型以单间或者套一、套二为
主，大部分面积在70平方米以内，租金原则上
不得超过市场租金标准的90%定价。

盐，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物质之
一。四川盐业历史悠久，先民们在利用
地表盐泉后，首创了凿井取卤的盐业资
源获取方法。

如何让巴蜀大地之上的井盐遗产
在世界舞台上闪耀？3月12日，“川渝盐
业遗产申遗专家咨询会”在遂宁大英举
行，来自古迹遗址文化保护的学者专家
齐聚，为川渝盐业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名
录展开了讨论发言，并形成了专家意
见，助推川渝盐业遗产申遗工作。

川渝盐业历史悠久
卓筒井是手工制盐的“活化石”

四川盐业历史悠久，勤劳的先民们
很早就创造了凿井取卤的方法，特别是
小口深井技术自宋代开始出现，经历元
明清数代人的沿用改进，至明清时期已
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开凿技术体系。
在蜀地之上，井盐开采延续了数百年，留
存下大量的制盐遗址遗迹，其中以自贡
盐业文化和遂宁大英卓筒井尤为耀眼。

“大英卓筒井的重要意义在于，宋
代以前中国开采的盐井都是大口径，宋
代小口径钻井技术出现以后，它有一个
非常大的飞跃。这背后需要一个非常
重要的、有科技含量的东西就是冲击
钻。开采深井，你必须要有冲击能力的

钻头，有了这种小井冲击钻才能打得更
深，才能开采到地下深层浓度的卤水。”
会议现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
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李
水城在接受采访时，说到小口深井技术
在盐业史上的特殊之处。“这在世界的
科技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以至于今天世
界上所有的冲击钻的体系，都是在其上
发展起来，包括现在的石油开采等等。”

而与蜀地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的重庆，也是中国盐业考古兴起和发展
之地，在中国盐业发展时代有重要的地
位。据考古记录表明，重庆地区盐业生
产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会上，川渝两地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
分别介绍了盐业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川渝两地的盐业，应该说它是一
种工业遗产。此次申遗的目的，就是要
填补中国工业遗产上的空白。因为从
整个亚洲来讲，工业遗产作为世界遗产
也非常少。”四川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会长陈显丹说。他表示，两地的文化同
源，本就有深刻悠久的文化羁绊，并且
已经在文物保护等多个领域都开展了
合作。

世界遗产申报“道阻且艰”
专家“支招”助推川渝盐业遗产申遗

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球世界遗
产总数为1154项，遍布167个国家。其

中，中国拥有世界遗产56项，是拥有世
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
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文
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
文化遗存。如今，申遗工作成为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过程相当复杂和
严谨，有时往往要历经十几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

在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
中心主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
帆看来，川渝地区能够联合提出以“川
渝盐业遗产”申报世界遗产，意义非常
重要。“我们看到国际上成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盐业遗产地，包括正在申报
的，这些遗产地都已经不再生产了。但
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川渝地区，特别
是在大英或者自贡，它的盐业生产持续
至今。”同时，杜晓帆也建议，在世界遗
产申报的策略上，除了关注盐业技术层
面的变化，也可多关注盐业在与人类的
关系发展中，所产生的在制度、流通领
域还有民间文化之中，形成的一个区域
的文化空间。

与会专家针对川渝盐业遗产申遗
进行了讨论发言，并形成意见。意见中
提到，要深入开展川渝盐业遗产考古研
究，对相关遗存进行考古专项调查，选
取重点和典型遗存进行考古发掘，理清
川渝盐业分布和历史发展脉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手工制盐的“活化石”如何申遗？
专家云集助力川渝盐业遗产申遗

8200套房源集中亮相
成都保障性租赁住房专场推荐

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