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STRUCTION TIME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0051 邮发代号3－82 每周一、四出版 www.jzsbs.com

中国建筑业产业报 2024年
5月2日
星期四

第4125期 本期8版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上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管主办

本报讯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民营建筑
企业座谈会，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支持民营建筑企
业高质量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
虹主持会议，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晖参加会议。

倪虹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住房城乡建设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建立民营建筑企业沟通交流机制，用心用情
用力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大力支持和发展民营
经济。

倪虹要求，要认真倾听民营建筑企业家的声
音，研究企业反映的问题，充分吸纳所提的意见建
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举
措。民营建筑企业要尽快适应新形势，积极应用新
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建筑产品质量，通过改革创
新寻求新的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希望民营建筑企业家坚定信心、笃行实干、
敢于创新、争创一流，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上，发挥更大作用。

（宗禾）

住建部召开座谈会支持民营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

当新中国百废待兴大规模建设进入
高潮迭起的时刻，一个宣传党的政策、
指导建设业务、鼓动建设者热情的“新
生儿”呱呱坠地。

1954年5月1日，《建筑工人》报
在上海正式出版了！这就是《建筑时
报》的前身和起点。

《建筑工人》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建筑工程局政治处和上海建筑工会主
办。创刊号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中国共产
党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委员会《关于出版
<建筑工人>报的决定》，开宗明义以马
克思新闻观指导，确立“面向工地，面
向生产，积极为生产服务”的编辑方
针，为其一路前行奠定航向。

从《建筑工人》《上海建筑》《建工
通讯》《建工报》到《建筑时报》几度
更名，而“建筑工程”的属性始终坚定
不变，且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凝练成
“忠诚于建筑业”的社训，激励无数报
人为之奋斗，薪火相传。

在火红年代的召唤下起步，在改革
开放的激流中发展，在新时代的赛道上
求变提质，《建筑时报》始终与时代同
频。从初创伊始的艰苦奋斗到解放思想
的锐意进取，再到实现中国梦的融合发
展，紧跟时代的步伐砥砺前行。

70年来，《建筑时报》从起始的8
开二版半月刊小报扩展为对开八版周二
刊大报；涉及内容由企业、项目、工地
资讯提升到国家战略、经济政策、行业
导向等层面的综合信息；触角从单一施
工行业延伸至勘察、设计、运营、建材
等上下游全产业链相关行业；发行范围
从上海地区辐射面向全国各地。在住房
城乡建设部的支持下，在中国建筑业协

会和上海建工的领导下，几经变革，由
一张内部发行的地方行业机关报发展成
为中国建筑业产业报。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建筑
时报》不失时机地与创刊于1876年的
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杂志联
合创办每年一度的“中国承包商 80
强”和“中国工程设计企业60强”排
名活动，极大地提升其品质及影响力，
在为行业高端企业树立发展座标和搭建
媒企互动平台的同时，也进入了《工程
新闻纪录》的国际信息平台。

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尤其改革开
放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建筑时报》既
是见证者，更是传播者。《建筑工人》
报创刊号的第一条资讯就是《苏联展览
馆工程“五四”开工》，从此源源不
断，“深圳速度”“中华第一高楼”“世
界桥隧之最”“高峡平湖”“世界新奇观
之大兴机场”……这些奇迹“尽收眼
底”。

建筑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主力军，也是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建筑时报》投身其中，为行业壮大摇
旗呐喊，为市场完善击鼓呼号，为企业
发展添油加彩，和着建筑业变革的旋律
共振。传导“鲁布革冲击波”，提出
“綦江大桥垮塌引发的思考”，组织开展
“工程款拖欠问题大讨论”，舆论引领推
动“《合同法》286条司法解释”出
台，深度系列报道“中国建筑业浙江现
象探秘”……这些“作品”在行业中产
生共鸣。

随着“建筑新网”的上线，微信公
众号的不断完善，《建筑时报》形成了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雏形。

新时代、新目标、新征程。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建筑时报》表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以
党组织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为支撑，继
续做深做实媒体的融合发展，提高服务
意识，发扬奋斗者精神，把报社打造成
为有卓越影响力的行业媒体和“百年老
店”。

与时代同频，和行业共振。《建筑
时报》继续前行！

（从本期起，在第 2 版分“起始”
“发展”“刻录”“践行”“行进”五个篇
章，推出 《建筑时报》 70 周年砥砺奋
进印记系列报道。）

与时代同频 和行业共振
——写在《建筑时报》创刊70周年之际

□社 言

本报讯 目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空
间布局已基本完成，路线里程超过 26 万公里，
建成率约90%，已连通了全国超过80%的县，服
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人口总量。这是在4月
29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布的信息。

据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可以概
括为“6轴、7廊、8通道”，即6条主轴、7条走
廊、8条通道，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中最为关
键的主干线，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主轴线、也
是国民经济循环的主动脉。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
编制完成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路线方
案》，明确各条轴廊通道的路线走向和枢纽节
点，“6轴、7廊、8通道”由“示意图”变成了

“路线图”。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侯振兴表示，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加大工作力度，着力将
“路线图”变成“施工图”，加快推进国家综合立
体交通网“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设：一
是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 《主骨架路线方案》，
协同做好资金、用地、用海、用林等资源要素保
障；二是在五年规划实施和年度投资计划中，优
先安排主骨架建设项目，力争率先建成1至2条
示范通道；三是加强主骨架运行监测评估，分类
制定重点轴廊通道实施方案，确保建设任务落地
落细；四是及早谋划“十五五”，对未来一段时
期高质量建设主骨架做出系统安排。

作为这一骨架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
来，我国交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扎实推进。目
前，世界最大跨径拱桥广西天峨龙滩大桥建成通
车、兰海高速控制性节点木寨岭隧道全线贯通；
深中通道、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进入冲刺阶段；
京港澳、沪渝等高速公路陆续扩容改造；平陆运
河、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
进；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杭上高速公路浙江段
等一批重点项目有望年内开工。

侯振兴还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的102
项重大工程中，涉及交通运输项目开工、完工超
过 260 个，总投资超过 1.3 万亿元。今年一季
度，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125亿元，投资规
模仍保持高位运行，为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督促指导地方加快在
建项目实施，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做深做
实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储备。进一步优化流
程，提高效率，压缩审查审批时间。同时，积极
推进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大规
模设备更新等一系列工作，不断发掘符合新质生
产力方向的增长点。

（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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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国
家能源局印发通知，针对重大节假日期
间部分服务区充电设施规模不足、布局
不够完善、应急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
采取一系列改进措施，全面提升高速公
路沿线充电服务保障能力。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服务区充电
设施建设，在2025年年底前实现全国高
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停车位总体占小客车
停车位的比例达10％；推动充电繁忙服
务区的建设和改造，定期研判梳理重大
节假日期间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优先
对充电繁忙服务区，特别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71118”主通道中充电繁忙的服务
区开展超充快充设施建设。

通知明确，各地要强化服务保障和
应急救援，充分利用“e 路畅通”微信
小程序、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地图导

航等做好充电设施信息发布，并优化完
善极端恶劣天气、超大流量情况下公路
充电服务保障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处
置；推进服务区光储充一体化应用，加
快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光伏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利用建筑屋顶、停车场等空间
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并开展光储充一
体化应用，依托高速公路服务区，推动
建设一批“分布式新能源＋储能＋微电
网”项目。

通知强调，各地要强化充电设施建
设保障措施，强化组织领导，制定工作
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形成任务清单，
层层压实责任；加强与发展改革、财
政、电网公司等部门政策联动和沟通协
调，确保公路沿线充电服务保障提升工
作取得实效。

（宗信）

国家两部门部署全面提升高速公路沿线充电服务能力

建设一批“分布式新能源
＋储能＋微电网”项目 4月27日，世界跨径最大的高山峡谷景

观斜拉桥龙里河大桥正式通车，贵州“世界
第一高桥”纪录再次刷新。

龙里河大桥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全长
1260 米，横跨朵花大峡谷，塔顶距峡谷底
约400米，桥面距峡谷底约280米，是世界
第一高山峡谷景观斜拉桥。大桥是车行道与
玻璃步道共桥面的景观桥，主桥主跨两侧分
别设置528米玻璃步道，全桥步道玻璃共计
254块。主塔设4部三面观光电梯，游客在
玻璃步道尽览美景后，乘坐景观电梯，开启

“垂直观光模式”；中间停靠站为景观平台停
靠站，游客可以在此360度观赏朵花大峡谷
的雄伟壮丽；底部停靠站位于塔底，游客可
从此处乘坐摆渡车返回游客接待中心。

龙里河大桥建成后，贵阳市至龙里大草
原的行车时间从 1.5 小时缩短为 30 分钟左
右，将形成一条草原、大桥、峡谷、田园融
为一体的旅游线路。 （贵交）

世界第一高山峡谷景观斜拉桥龙里河大桥正式通车世界第一高山峡谷景观斜拉桥龙里河大桥正式通车

本报讯 2024年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
锋号表彰大会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255 个集体和 1088 名个人
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1034个
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工程建设领域
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上榜。

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代表全国总
工会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
其他各阶层劳动群众，向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以及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工会干部和工会积
极分子，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王东明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中

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
各级工会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找准工会工作与党的
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切入点、着力点。
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切实履行工会政治责任，团结
引导亿万职工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矢
志不渝跟党走，筑牢为党的中心任务团
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要聚焦党的中心任
务，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
和技能竞赛，组织职工踊跃参加群众性
创新创造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深化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努力在破解改革难题

上取得更大成效，激励更多劳动者和青
年人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

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璐在会
上宣读《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表彰2024
年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的
决定》。据了解，今年的评选表彰注重推
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象，在常规表彰
对象中，有 48.6%的奖状、33.7%的奖
章、35.5%的先锋号属于新质生产力对
象。同时，表彰注重向现代化产业体系
等重点产业倾斜，在常规表彰对象中，
有84.4%的奖状、71.4%的奖章、74.9%的
先锋号属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产业
或本地区的重点产业。表彰注意涵盖各
个行业、各个群体，常规表彰对象包括

19 个行业大类，以制造业、电力、燃
气、建筑业、交通运输、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行业为多。
其中，在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表彰名单
中，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二十二冶
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建设系统优秀集
体榜上有名；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技术创新中心 BIM 工程师刁新宇、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兴
波、中交三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陈红兵等90余位建设系统先进个人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国家金融信息大厦工程
项目部、浙江宝业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一体化设计中心、安徽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数智化事业
部等80余个建设行业优秀团队获得全国
工人先锋号荣誉。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表彰注重发挥单
列名额的激励作用，单列了 37 个奖状、
145 个奖章、78 个先锋号名额，用于表彰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优胜者和在组织
国家重大活动、处理突发应急事件中涌
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工程建设领域也
有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因此获表彰。

此外，来自不同行业的 4 位全国五
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代表在
会上发言。职工代表宣读《倡议书》，号
召广大职工始终做赓续工人阶级政治本
色的排头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力
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顶梁柱、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践行者，矢志团
结奋斗、勇于担当作为。其中提到，要
在推进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重点产业中攻坚克难，在千帆竞发
的经济建设洪流中拼搏奉献，在劳动和
技能竞赛、“五小”等群众性创新创造活
动中奋楫争先，充分激发劳动热情和创
新创造活力，依靠劳动创造扎实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要聚焦前沿技术、关键技
术、重要领域“卡脖子”技术等，勤学
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
平，带动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人成为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产业工人，
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发展新质生产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和
技能支撑。 （本报综合报道）

2024 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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