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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以来，新增专项债发行明显提
速。5 月整月各地发行 152 只新增专项
债，规模达到 4383.4726 亿元，创今年
单月发行规模新高。与4月(883.2398亿
元)相比，环比增加了约 3500 亿元，发
行进度有所加快。截至6月12日，6月
以来已发行新增专项债规模为263.3686
亿元。专家预计，在专项债项目筛选工
作完成后，后续专项债发行有望保持较
快节奏。

保持较快发行节奏

专项债是地方稳投资、补短板、稳
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6月11日，安徽
省财政厅对外披露新一批2024年安徽省
政府新增专项债相关信息。本批专项债
计划发行面值总额为313.96亿元，将于
6 月 18 日招标，重点用于棚户区改造、

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服务、
冷链物流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
施、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

不止安徽，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信
息，广东6月12日发行约263亿元新增
专项债，江苏计划在6月17日至21日发
行约 461 亿元新增专项债。数据显示，
截至6月12日，今年已发行和计划将发
行的新增专项债共 12452.78 亿元。5 月
以来，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提速，
单月发行规模达4383.47亿元。

从各地公布的发行计划看，今年新
增专项债发行逐步进入高峰期。“5月下
旬专项债发行已有所提速。”专家表
示，在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完成专项
债项目筛选工作后，预计后续专项债发
行将显著提速。参考过去六年前三季度
专项债发行进度(接近 88%)，预计年内
专项债发行进度将于未来4个月显著提

升。
专家分析，从各地公布的发行计划

来看，6 月地方债计划发行规模合计
6271亿元，其中新增地方债规模3786亿
元，保持较快发行节奏。

提升项目成熟度

在2024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筛选
工作完成的基础上，多地明确，要提高
项目成熟度，确保资金下达后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

福建省财政厅日前组织第三方专家
对今年申报政府专项债券需求的项目进
行成熟度评审，涉及项目892个。评审
结果作为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分配的重要
参考因素，结合债务风险、资金需求等
因素，优先保障成熟度较高项目的资金
需求，对还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暂缓

安排，待具备开工条件后在以后批次再
予以支持。

为严格审核专项债券项目，安徽省
财政厅印发《安徽省省本级政府专项债
券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进一步压
实责任扎实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工作
的通知》，通过搭建“专家线上评审”
平台、从严审核预期收入等，倒逼提高
项目成熟度。

专家认为，筛选后的专项债券项目
质量较高，有利于后续基建投资落地并
改善实物工作量表现。

专家建议，各地需加强优质项目储
备，加快建立项目储备长效机制，在聚
焦现有领域优化投向结构的同时，适度
超前谋划新领域项目。可结合国家重大
战略部署及地方经济发展实际需求，适
当考虑超前储备项目，打好提前量，或
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设

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等领域
摸底资金需求，加强项目前期谋划。

基建仍是主要发力点

从投向领域看，今年新增专项债投
向主要聚焦在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
业园区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基建
领域仍是主要发力点。专家表示，预计
地方政府将在6月发力，支持各类公共
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5月新增专项债
单月发行量已达到年内最高，显示出地
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

“专项债的发行能够为地方基建项
目提供资金，起到稳定经济运行的作
用。”专家表示，当前发行专项债已经
成为地方政府获得资金、支持基建投资
提速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到，今年前4
个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6.0%，
略高于去年全年5.9%的增长水平。在这
背后，专项债资金、去年底增发的国债
资金等发挥了关键的拉动作用。

此外，5 月，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开
闸”发行，专家认为，结合超长期特别
国债的发行看，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将
进一步加大，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
生态环保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实的资金保
障。

展望未来，专家表示，目前看，上半
年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不足五成，这就
意味着下半年发行任务还比较重。同时
考虑到2024年专项债项目的筛选工作已
完成，以及如果专项债集中到四季度发
行，可能会影响资金在今年年内的使用
进度。预计三季度将是新增专项债的发
行高峰，也是地方债整体的发行高峰。

（本报综合报道）

新增专项债发行提速 基建仍是主要发力点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住建厅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
极端天气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按照要求，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
认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科学合
理安排，切实抓好防暑降温工作；细化
防范措施，全力保障汛期工地安全；加
强监督检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强化
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当前，山东省已进入汛期，高温、
大风、雷电、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增多。
为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各责任单位
要严格执行《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办法》，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高温作
业时段。日最高气温达到 40 摄氏度以
上，当日应当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
到37摄氏度以上至40摄氏度以下，全天
户外露天作业时间不得超过5小时，11

时至16时应当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日最
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至37摄氏度以
下，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
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户外露天作
业人员加班加点。

在保障汛期工地安全方面，要紧盯
汛期薄弱环节，督促企业全面落实防范
措施，重点加强对基坑支护、起重机
械、脚手架、有限空间、临建板房稳固
情况和用电设施安全性能的检查维护，
遇有大风、雷电等极端天气时，立即停
用塔吊、升降机等机械设备，严禁从事
各种室外、露天、高空施工作业，严防
起重机械倒塌、深基坑坍塌等事故发
生。要加强对工地宿舍、办公区等设施
的管理。极端天气过后，严格落实施工
现场复工核查，全面排查现场安全状
况，存在隐患问题的一律不得复工。

（郭振亮）

山东发布极端天气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通知

去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四季度增发一般
国债10000亿元”的方案。四川568个水
利项目被纳入国债资金支持范围，总投
资规模 718 亿元，安排国债资金 254 亿
元，资金在全国排名靠前。增发国债为
四川水利建设带来哪些利好？

抢先机 568个水利项目纳入国债
资金支持

6月7日，在四川省水利厅的一间会
议室内，通话声此起彼伏，5 名工作人
员正忙着询问各地国债水利项目推进情
况。这是四川省水利厅去年底设立的一
个临时机构——增发国债水利项目推进
小组办公室，其职责是统筹协调日常调
度工作，组织开展现场督导。

“对水利项目的支持力度很大。”四
川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增发国债，主要用于灾后恢复
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程、其他重点防
洪工程、灌区建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

治理工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动
等8大方面。此前，四川省水利厅与省
发改委、财政厅密切配合，多次专题研
究推动国债项目申报和实施，为争取国
债资金抢占了先机。

四川此次纳入国债资金支持的 568
个水利项目，涉及大中型水库、主要支
流治理等15个项目类型，覆盖省本级及
21个市（州）。增发的1万亿元国债全部
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还
本付息由中央承担，不增加地方偿还负
担。

得益于国债资金支持，资金到位及
时高效，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在亭
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轰
鸣、一片繁忙。该工程此次获得增发国
债资金22.23亿元，及时补充了建设资金
缺口，截至目前，已完成国债投资12.8
亿元。“在国债资金的有力支持下，工程
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四川省水利发展
集团亭子口公司党委副书记刘平介绍，
今年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新开工作业面

280余个，开挖隧洞108公里，实现总干
渠隧洞全面贯通。

国债资金直达基层，也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经过全力争
取，遂宁市31个水利项目被纳入国债资
金支持，共安排国债资金10.92亿元，不
仅能够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对地方
经济发展也有较强带动作用。”遂宁市水
利局局长余继德说。

截至 5 月底，四川已开工国债水利
项目558个，开工率达98.2%；完成国债
资金77.78亿元，完成率30.63%；6月30
日前，该省 568 个国债水利项目将全部
开工，确保12月底前国债资金全部完成
使用支付。

强监管 全流程监控确保资金用在
“刀刃”上

为确保国债水利项目顺利实施，去
年底，四川省水利厅印发推进工作方
案，成立厅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国债水利
项目推进小组，下设办公室和4个工作

组，对国债项目加强监管与指导。
“本次国债项目资金量大、建设任务

重，非常考验各地的建设管理水平，要确
保国债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在近日召
开的一场国债水利项目推进视频调度会
上，四川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再次对资金
监管提出明确要求。

四川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国债转移支付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直达
资金范围，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实
施全流程跟踪监控，及时发现并妥善处
置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益的问题。为抓
好抓实国债水利项目进度、质量和安
全，四川省水利厅已成立9个国债水利
项目片区督导组，分片区督导国债项目
前期工作、建设进度等，协调解决项目
推进中的问题。

“在督导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将采用
‘红黑榜’、‘两书一函’、约谈等方式，
跟踪推进整改落实，切实为我省国债水
利项目顺利实施保驾护航。”四川省水利
厅相关负责人说。

增 发 国 债 送 来“ 及 时 雨 ”

四川 568 个水利项目本月开工
□邵明亮

本报讯（通讯员 章华平） 由上
海建工集团总承包、上海建工总承包
部组织实施中的位于申城淮海中路核
心商业圈的香港新世界文化商都工
程，近日实现120米高塔楼核心筒封
顶目标。其所取得的“临近软土深基
坑的敏感建构筑物微变形控制技术”
研究成果被业内专家认定为总体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香港新世界文化商都工程总建筑
面积13.3万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
面积约 7.3 万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
积约6万平方米。由于工程深基坑北
侧距离运营中地铁1号线仅16米，隧

道上方为3栋历史文化保护建筑，周
边环境极为敏感，对基坑变形控制要
求极其严苛。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上
海建工集团、同济大学设计院、上海
申通地铁等三方牵头的研究攻关团
队，会同项目建设单位、上海建工总
承包部、上海建工一建集团、上海建
工基础集团、上海普盛等单位，共同
对“临近软土深基坑的敏感建构筑物
微变形控制技术”进行研究攻关。

针对该工程深基坑变形控制要求
高的特点，研究攻关团队提出了全方
位、全过程的深基坑微变形主动调控
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实施在坑内循踪

注浆技术，结合钢支撑伺服系统、前
置支挡结构等多重预应力协同控制技
术，形成敏感环境软土深基坑微变形
综合控制方法，以实现临近软土深基
坑的敏感设施毫米级微变形控制。该
研究攻关课题在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组织召开的成果鉴定会上，被课题评
审专家们认定为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并在工程深基坑施工中得到运
用。经检测，工程A区基坑整体变形
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 0.4‰，紧邻的
地铁运营段隧道变形增量小于 1 毫
米，实现了软土深大基坑周边敏感设
施微变形的控制目标。

申城商业圈一高塔楼核心筒封顶

本报讯 （通讯员 曹馨月 席新
凯）6月11日，由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

承包部承建的山西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T3航站楼主楼工程混凝土主体结构封

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
进展，为后续屋盖钢结构、室内二次结

构等专业施工奠定了基础。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

属民航局“十四五”规划机场建设重点
工程，是山西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民生工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采用“大港湾+三通道”的
三指廊构型，建成后对于加快建设太原
区域航空枢纽，打造山西对外开放新平
台，具有重大意义。

自项目开工以来，工程总承包部项
目团队克服了场地地质条件复杂、场地
制约等诸不利因素，坚持策划先行、样
板引路。面对超大平面混凝土结构，项
目团队采取了跳仓法施工技术，攻克了
超长混凝土结构裂缝控制难题，有效提
高了施工效率。

项目团队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
高项目管理能力，运用 BIM 技术，在
施工阶段实现图纸深化设计、可视化进
度管理等工作，全面提升项目管理信息
化水平；在工程安全方面，对项目开展
消防、临电各方面的安全检查，加强对
模板支架、起重机械及吊装等安全隐患
的排查，确保安全生产“零事故”；在
工程质量方面，设计阶段采用 BIM 正
向设计，以模型为设计协同工具，提高
设计质量向施工质量传递的效率。

民航局“十四五”重点工程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太原武宿国际机场项目混凝土主体结构封顶

近日，中
建二局山东分
公司唐岛湾文
化艺术中心项
目 举 办 2024
年“安全生产
月 ” 启 动 仪
式。建设单位
青岛西海岸文
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监理
单位青岛国正
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领导
出席动。唐岛
湾文化艺术中

心项目领导班子及项目全体员工，以及各参建分包单位管理人员、工友等参
加。 通讯员 孔磊 摄影报道

近日，由
上海宝冶承
建的嘉定江
桥安置房项
目通过上海
市建设工程
白玉兰奖（市
优质工程）评
审。

专 家 组
成员听取了
项目管理团
队对创奖工
程的情况介
绍，对工程实
体进行了检
查。评审专

家们对两栋创奖单体工程的实体质量予以了肯定，一致决定嘉定江桥安置房项
目通过“白玉兰”奖评审。

该项目位于上海嘉定区江桥镇，目总用地面积约4.7万平方米，住户1444
户。 通讯员 程幼林 摄影报道

近日，中
铁七局广湛十
二标二分部开
展 “ 夏 送 清
凉 ” 慰 问 活
动，为在高温
下坚守一线的
工人送去了清
凉和祝福。

活 动 当
日，项目管理
人员到达连续
梁工区和隧道
工 区 施 工 现
场，为近百名
辛勤工作的一
线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用品。项目安全总监讲解防暑降温及安全防护知识，并叮
嘱工人们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确保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通讯员 牛豪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