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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
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也是黄河
下游河道长期累积性泥沙淤积的主要
原因。要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
紧 抓 住 水 沙 关 系 调 节 这 个 “ 牛 鼻
子”，要完善水沙调控机制。

7 月 9 日，黄河干流关键控制性
工程——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以下简
称古贤工程） 进入建设阶段。历经七
十年推动，古贤工程正式拉开建设大
幕。古贤工程是黄河历次重要规划确
定的干流七大控制性骨干工程之一，
也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古贤工程位于黄河中游北干流河
段，下距小浪底水库约 450 公里。工
程坝址控制黄河流域总面积的 65%，

控制黄河 73%的水量、60%的沙量和
80%的粗泥沙量。工程功能定位和开
发任务是以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为
主，兼顾供水、灌溉和发电等综合利
用，并为下游补水和增加河道外用水
创造条件。

古贤工程与小浪底等骨干水库实
施联合调度，会显著增强流域的水资
源调控能力，能够保障黄河中下游及
河口生态水量，将龙门、利津等地区
河流断面的生态流量满足程度由近二
十年的 87%、88%提高到 100%，切实
保障黄河不断流。

前期论证七十余年

古贤工程前期历经了规划、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等阶段。
1954 年，《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

术经济报告》 对多个坝址比选论证。
1997 年，《黄河治理开发规划纲要》
正 式 明 确 了 古 贤 工 程 的 开 发 任 务 。
2000 年开始，水利部启动了项目建议
书阶段工作。此后，国务院分别批复
了 《黄 河 近 期 重 点 治 理 开 发 规 划》

《黄河流域防洪规划》《黄河流域综合
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古贤工程为黄
河水沙调控体系的七大控制性骨干工
程之一。

七十年来，水利部组织黄河水利
委员会，会同晋陕两省陆续开展了工
程规划、工程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
等阶段工作。

在论证过程中，水利部门先后组

织国内 74 家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
了水沙设计、工程布局、生态保护、
移民安置、水库运用方式、施工关键
技 术 等 46 项 重 大 专 题 研 究 论 证 工
作，优化了工程建设方案，更好地满
足多目标开发、高水平保护的要求。

2023 年 8 月，古贤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获得生态环境部批复。2023 年
9 月，工程涉及的前期要件全部办理
完成。2024 年 6 月，古贤工程可研报
告获得国家批复。

“千层饼”上筑大坝

古贤工程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面
临水库多目标运用、工程地质条件复
杂、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要求高等重大

技术难题。
古贤工程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

关键工程，与小浪底等水库群联合调
度。既要满足防洪减淤、水资源调
蓄、供水、灌溉、发电等开发任务要
求，又要兼顾坝下生态流量以及小北
干流湿地补水的需求，调度运用极为
复杂。

根据工程运用要求，大坝设置了
低位排沙底孔、中位泄洪中孔、高位
溢 流 表 孔 ， 形 成 “ 上 、 中 、 下 ”

“左、中、右”的总体布置格局，底
孔低水位大泄量进行调水调沙，表、
中、底孔联合防洪运用，在保证防洪
减淤等开发任务的条件下，可以实现
水库综合利用。

古贤工程是红层地基上目前设计

最高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所谓红层
地基，就像一张千层饼，粉砂岩、长
石砂岩和粘土岩等软硬岩交互分布，
同时还存在多层顺层剪切带和泥化夹
层。通过大量深入的地质勘察、数值
模拟和多方案比选，确定采用深齿
槽、抗剪洞、压重等综合工程措施来
解决大坝的抗滑稳定问题，确保工程
安全稳定。

此外，大坝混凝土浇筑量巨大，
是目前世界上碾压混凝土浇筑强度最
大、高峰浇筑强度持续时间最长的水
利工程。针对古贤工程大坝体量大、
施工难度大、浇筑强度大、温控要求
高等特点难点，采用全要素优选、全
流程监控等多种精准措施，确保大坝
建设质量。 （本报综合报道）

论 证 七 十 余 年 黄 河 干 流 控 制 性 工 程

古贤水利枢纽为何如此重要？

本报讯 7 月11 日，河南省第十三
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主会场在
河南济源举行。截至目前，该省“三个
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共实施项目逾1.9万
个、总投资逾14.7万亿元。

此次“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项
目总计 2259 个，投资总额为 18009.3 亿
元。其中，集中签约项目 754 个，总投
资 5782.7 亿元；开工项目 488 个，总投
资 3697.8 亿元；结转投产项目 1017 个，
总投资8528.8亿元。

在“签约一批”项目中，10亿元以
上项目 182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
100 亿元以上项目 4 个。从产业链分布
看，涉及7大产业集群、28个产业链项
目 573 个，总投资 4201.4 亿元，占投资
总额的72%；从资金来源看，外资项目
20个，总投资95.5亿元。

在“开工一批”项目中，投资30亿

元以上项目 19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7
个，100亿元以上项目2个。其中，产业
转型发展项目 310 个，总投资 2495.1 亿
元；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项目61个，总投
资 282.4 亿元；民生和社会事业项目 48
个，总投资 533.5 亿元；绿色低碳项目
27个，总投资169.1亿元。

在“投产一批”项目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 364 个，总投资 3264 亿元；
先进制造业项目379个，总投资2833亿
元；数字经济和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60
个，总投资 628 亿元；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36个，总投资491亿元；社会民生项
目 50 个，总投资 296 亿元；其他项目
128个，总投资1014亿元。

据悉，截至2024年6月底，河南省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已累计开展
12 期，共实施项目17411 个、总投资约
12.92万亿元。 （王宇）

河南省第十三期“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举行
项目总计2259个 投资总额 18009.3 亿元

本报讯 近日，湖北省水利厅会同
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等九家单位联合印
发《湖北省重大项目融资保障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介绍了《2024年各类项目融资需求
清单》，其中包括277个水利建设融资项
目，融资需求近526亿元。

《通知》指出各地各级金融机构和水
利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重大项目建设为
牵引扩大有效投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强化项目金融要素匹配，合力打
造全省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示范工
程。

《通知》要求金融机构与各级水利部
门要加强沟通对接，推动清单项目落实

落细，提高金融支持效率和资金运用效
益。各银行机构要聚焦“荆楚安澜”现
代水网建设、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体系
建设、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灌区建设与
改造、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水生态
保护治理、智慧水利建设等水利基础设
施重点领域加强对接，扩大水利有效投
资。各级水利部门要把握水利信贷政策
机遇，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加强与金
融机构合作，提高水利金融服务、金融
产品及多种服务方式质量，拓宽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渠道。

《通知》还对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
完善资金监测统计和健全评价考核作出
了明确要求，确保湖北省水利重大项目
融资保障行动提质增效，为新阶段水利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信贷支持。

（邓一来 窦亦然）

湖北印发水利建设项目融资需求清单

近日，由中建
港航局承建的广东
省重点项目揭阳港
前詹作业区通用码
头一期二标段项目
主体完工。

该项目位于广
东省揭阳市，地处
粤港澳大湾区和海
西经济区的重要连
接点。项目建设规
模为7万吨级通用
泊位 1 个、3 千吨
级通用泊位 1 个、

明渠1个，码头年设计通过能力325.6万吨。
通讯员 李会川 摄影报道

日前，中交三
航局二公司对该公
司陕西省西安片区
在建项目开展高温
慰问。中交三航局
二公司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童小
飞对一线人员坚守
岗位、辛勤付出的
拼搏奉献精神给予
赞扬，并要求项目
部要持续预防高温
天气，及时采取防
暑降温措施，科学安排工作时间，确保职工身体健康和工作安全。

通讯员 李信明 摄影报道

日前，新开黄河大桥全
桥贯通。新开黄河大桥项目
是河南省“十一纵十一横”
普通国省道主骨架中第五纵
跨越黄河的“咽喉”工程，
也是该省普通公路在建投资
最大、结构最多、桥长最长
的黄河大桥。

国道230封丘至开封黄
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路线全
长24.2公里，全线采用双向
六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
概 算 投 资 49.11 亿 元 。 其
中，黄河特大桥全长 14.73
公里，桥面宽 32.62 米，由
北堤外引桥、北跨大堤桥、
北堤内引桥、主桥、南堤内
引桥、南跨大堤桥、南堤外
引桥七部分组成。

郭北晨 庞宇航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重庆市住建委近日下发关
于做好2024年该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工作
的通知。通知要求，加快推动该市城乡
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力争今年
内主城都市区新建建筑全面达到绿色建
筑要求。

所谓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
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
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质量建筑。在该市，绿色建筑划分
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4
个等级，三星级标准最高。

为加快推动新建绿色建筑发展，通
知要求，加快开展《居住建筑节能75%
（绿色建筑） 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
78% （绿色建筑） 设计标准》 等绿色低
碳建筑系列标准及配套技术文件编制。
扎实推进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该市范
围内继续严格落实公共建筑、超高层建
筑执行高星级绿色建筑标准有关要求。
力争2024年，该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新建
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主城都市区
新建建筑全面达到绿色建筑要求，其他
区县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不
低于90%。

该市大力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试点示
范。力争到2024年底，每个区县累计培
育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不少于1个。

该市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建筑用能低
碳转型。比如，结合该市气候特点及现
行技术标准，发布《重庆市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技术要点》，进一步明确可再生
能源建筑应用技术要求，促进建筑可再
生能源规模化应用。加强太阳能系统实
施质量管理，新建建筑项目要充分利用
建筑屋顶、立面等适宜场地空间配置太
阳能系统，坚持安全可靠、协调美观、
经济适用的原则，与建筑工程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既有建筑增
设或改造太阳能系统，必须进行建筑结
构安全、电气安全复核，满足结构、防
火、防雷等安全要求，不得降低安全、
节能等性能。

通知还要求，建立绿色建筑 BIM
（即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应用管理机制，
加快推动建造方式转变。修订《重庆市
建筑材料热物理指标取值管理办法》，不
断丰富该市绿色低碳建筑材料种类。确
保到2025年，该市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达到70%及以上。

（本报综合报道）

重庆推动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本报讯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近日披
露，今年上半年该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
完成投资1302.88亿元。

公路建设方面，四川上半年完成投
资1230.65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投
资701.88亿元，占该省公路水路交通建
设完成投资 1302.88 亿元的(以下简称占
比)53.9%；国省干线完成投资 317.19 亿

元，占比 24.3%；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181.57亿元，占比13.9%；场站建设完成
投资30.01亿元，占比2.3%。

内河水运方面，四川上半年完成投
资 31.06 亿元，占比 2.4%。此外，四川
上半年还完成养护及其他专项投资41.17
亿元，占比3.2%。

四川省21个市（州）公路水路交通

建设投资方面，上半年达州市、南充
市、德阳市完成情况较好，分别完成年
度目标的 67.4%、57.3%、55.7%；凉山
州、达州市、广元市3个市 （州） 完成
投资额较高，分别完成 238.13 亿元、
131.65亿元、112.80亿元。

2024年，四川省公路水路交通建设
计划完成投资2600亿元。其中，高速公

路1500亿元，普通国省干线公路620亿
元，农村公路280亿元，内河水运60亿
元，运输场站45亿元，养护及其他专项
95亿元。

资料显示，四川公路水路建设投资
已连续13年超千亿元并持续高位增长，
2022年、2023年投资均超过2500亿元并
位居全国第一。 （王鹏）

四 川 持 续 推 进 交 通 基 建

上半年公路水路建设投资超1300亿元

本报讯 7 月10 日，从贵州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贵州省“四好农村路”建
设情况新闻发布会获悉，十年来，贵州
全力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
历史性地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难”“运输
难”等问题。

着力“串线成网”，推动农村公路基
础设施供给提质扩面。累计投入1593亿
元，新改建农村公路9.2万公里、通组硬
化路7.87万公里，完成县乡公路路面改

善提升1.5万公里。到去年底，该省农村
公路总里程达18.5万公里，路网密度达
105 公 里/百 平 方 公 里 ， 硬 化 路 率 达
96.13%。

着力“数管齐下”，推动农村公路协
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依托该省数字经
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结合农村公路应用
场景，创新研发“四好农村路”综合管
理系统，构建起“工作调度一张图、数
据应用一个库、过程监管一条线、建管

养运一盘棋”的管理模式。
着力“养必到位”，推动农村公路长

效养护机制不断完善。牢固树立公路
“三分靠建、七分靠养”的意识，持续深
化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体制改革，将农村
公路日常养护资金标准提高至每年县道
10000 元/公里、乡道 5000 元/公里、村
道3000元/公里、通组硬化路1500元/公
里。“十四五”以来，该省累计投入日常
养护资金达33.5亿元，其中省级资金15

亿元。
着力“多元融合”，推动农村公路更

好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农村公路向
产业基地、旅游景区、农业坝区延伸，
该省 500 亩以上农业坝区实现等级公路
全覆盖，721 个乡镇实现三级及以上公
路通达。大力发展“公路+”模式，建
成以旅游路、产业路为重点的“美丽农
村路”3.4万公里，构建美丽农村路经济
示范走廊5000公里。 （本报综合报道）

贵州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
新 改 建 农 村 公 路 9.2 万 公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