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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景

推进“浙路品质”优化营商环境
升级“浙路品质”应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暨全省交通建设工程防汛码实战演练在杭州召开

金丽温高速公路东延线多措并举
让工程更“绿”

导报讯 近日，金丽温高速公路东延
线项目全线沥青路面施工完成，项目进入
最后攻坚决胜阶段。

笔者了解到，自建设以来，项目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致力在建设过程中最大程度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将绿色还给大地。

泥浆渣土是每个工程都要面对的难
题，如果将废弃泥浆采用就地排放或简单
掩埋的方式，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就会对
周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我们项目部积极探索并应用泥浆固
化技术，通过加入添加剂，对泥浆渣土进
行无害固化处理，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转
变、封闭、固化，使其成为可代替宕渣等传
统材料的填料，并具有良好的抗侵性、抗
腐蚀性、抗干湿、抗冻、抗融等优点。而且
应用泥浆固化技术后，可以使泥浆就地消
化，不仅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污染，还节
省泥浆外运运输费、消纳费、宕渣采购费
等费用，相较传统宕渣填筑可节约成本约
10%。同时，泥浆固化填料相比传统宕渣
同体积重量减轻了 1/4，能够有效减轻路
基自重，减小路基沉降，实现变废为宝。”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据了解，金丽温高速公路东延线项目

全长 22.046 公里，其中 30%皆为隧道工
程，隧道开挖所产生洞渣近 500 万吨，如
何处置如此多数量的洞渣是项目要面对
的难题。

为进一步实现资源再利用，最大限度
综合利用洞渣，项目还配置了平铺式干法
环保生产线，将洞渣加工成优质的机制
砂、碎石等原材，利用率接近 100%。机器
轰鸣，一块块洞渣经过机械处理后，昔日
的“绊脚石”如今成为工程建设中的“香饽
饽”，不仅减少砂石料运输时间、成本，而
且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实现资源再利用，
推动项目建设与集约环保的互利共存。

“在前期设计阶段，结合东延线项目
作为城区高速的特点，我们便提出上下共
建的设计理念，使项目部分桥梁与环山北
路、通海大道等地方道路共线使用约 7 公
里，占全线 1/3 里程。项目全面推进上下
空间共建，减少项目征地数量，充分利用
桥下空间，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为温州市
高速公路桥下空间利用率之最。”该负责
人表示。 □聂玉玲

（上接1版）

王新平肯定了防汛码实战演练各
项工作及“浙路品质”应用推进工作，
并指出，根据全省深入实施“八八战
略”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
放提升大会关于数字化改革的重要要
求，全省交通工程管理机构要高度重
视、深入分析，抓推进、抓落实，全面推
进“浙路品质”迭代升级。

要准确把握当前交通工程数字化
改革面临的新形势。一是营商环境优
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的实施对数字
化改革提出更新要求。要充分学习领
会省委省政府关于数字化改革的决策
精神，紧密结合省交通运输厅营商环
境优化“一号改革工程”的工作部署，
聚焦重大需求，转变数字化改革着力
点，更快切入改革任务，助推“一号改
革工程”落地见效。二是“世界一流强
港和交通强省重大项目平台”的上线
赋予交通工程数字化改革更新使命。
要凝心聚力，做好视频上云工作，为一
流强港和交通强省重大项目平台建设
做好保障工作。三是监管机制的改革
与监管手段的创新要求“浙路品质”优
化升级。

要正确看待“浙路品质”推进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浙路品质”框架
体系不够健全。二是各地推动力度不
平衡。重点应用场景使用覆盖率不充
分，市县联动协同不足。三是“浙路品
质”各场景在大中小型项目智慧建设
系统应用不均衡。四是“浙路品质”应
用考评规则待优化。五是“浙路品质”
平台使用便捷度不高，系统稳定性待
提升。

要全面推进“浙路品质”迭代升级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紧密围绕

“受监项目全覆盖、从业人员全监管、
问题整改全闭环、省市县数据全贯通”
总体目标，融合创新，实现全省交通建
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状况一码掌
控。一是将监督检查作为落实监管工
作的重要工具。中心即将下发监管工

作指引，根据指引分类问题、研判线
索、派发工单，实现质量安全问题全过
程闭环留痕管理。二是做好在建和新
开工重大项目云视频接入，全省交通
工程管理机构要高度重视，“应接尽
接、应快尽快”完成视频上云建设规划
设计、配置标准和安装维护等工作。
三是开展阳光便捷计量试点和推广工
作，采用数字化改革推行数字化自动
计量系统完善监管平台场景应用，加
强行业监管，助企实现“工完账清”。
四是加快与厅审批服务平台打通，持
续做好重点场景在辖区内项目上的推
广应用，逐步实现受监项目全面覆
盖。五是持续完善防汛码场景应用，
实现各地市在建项目全面覆盖。六是
落实现有场景优化，与整治“指尖上的
形式主义”相结合，推进场景使用向

“无感化”迭代升级。
王新平要求，要强化保障，确保

“浙路品质”取得实战实效，一要统一
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二要严格
压实属地责任，实现项目全覆盖。三
要优化项目场景应用，落实闭环机
制。四要优化双月考评办法，完善工
作机制。五要加强培训交流，提高应
用比例，让“浙路品质”实实在在地为
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提质增效。

王新平强调，今年安全生产形势
依然严峻，全省交通工程建设领域要
高度重视，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增强安
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切
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行业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本次会议设置主会场和分会场。
省交通工程管理中心各业务科室负责
人，各市交通工程管理机构主要领导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义乌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队质监所主要领导及相
关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各县（市、区）交通工程管理机构
分管领导、安全部门有关人员，辖区项
目相关人员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王诗颖

导报讯“您已处于应急响应管控
状态，请尽快落实管控要求……”应急
响应联动指令后，平台一键即向应急
预案中的相关工作人员推送了指令短
信。5 月 15 日，桐乡市召开市综合交
通智慧平台（一期）项目初验会议，通
过模拟展示平原地区应急前置调度试
点工作阶段性成果。

浙北地处杭嘉湖平原，太湖流域
下游，属典型平原河网地区。洪水期
间，除了承受本地降雨外，还要接纳
从东苕溪导流港排入的西部来水、从
太浦河涌入的太湖洪水，同时还受到
下游黄浦江潮位的顶托。台风、洪涝
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桐乡市交通
运输局作为浙江省平原地区应急前置
调度试点单位，以数字化优势提升综
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
力，强化应急前置调度，推动交通运
输应急管理从事中事后向事前与全局
转变提升。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
地，我们也将用好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兴技术，建立综合交通智慧平台，
争取为全省的安全应急工作带来桐乡
经验。项目一期我们选择了 15 个点
位，均安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是大
场景，便于了解点位的整体情况，一
个是对准标尺，可以自动识别积水深
度，一旦达到预设标准，就会自动触
发警报。”桐乡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进行覆盖 2046 公

里的桐乡市国省县乡村道自然灾害专
项普查，目前已在易发生洪涝水毁和
淹没灾害的 15 个点位安装了可视化
检测设施安装，实现了全市风险点位
清单化和灾害天气积水情况的自动感
知预警。

记者看到，通过桐乡综合交通智
慧平台的安全应急功能模块，风险点
位情况、应急仓储物资、应急人员等
相关讯息均实时可查，以“巡查一网
管、风险一网知、调度一网通”的调度
应急指挥体系，实现日常巡查精准监
管，隐患事件实时掌握，救援力量高
效调度，促进数字技术与应急管理业
务深度融合，推进应急管理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目前桐乡综合交通智慧平台基
本框架已搭建完毕，包含了综合交
通、安全应急、道路运输、港航管理 4
个驾驶舱。除了加强灾害风险系统治
理，以平台下发工单统筹调配的模式
还打破了交通运输局、公运、港航与
执法队的业务数据壁垒，优化了业务
协同模式。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实际
测试获取更多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更多的成果应用数据库，为进一步
优化和迭代升级平台功能提供更好支
撑。面对今年的汛期，我们准备好
了。”桐乡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说。

□记者 王君通讯员穆修怡朱永峰

“汛期，我们准备好了！”
桐乡以智慧平台建立前置调度应急指挥体系

大手牵小手 心系交通安全

近日，浙江交通集团文瑞高速马屿收费中心所邀请了马屿第二幼儿园中班段100余
名师生走进高速站所，开启“大手牵小手心系交通安全”研学之旅，给懵懂期的幼儿播撒
下“安全”种子。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杨雷带领小朋友们了解高速相关工作内容，并讲解了高速收费
员、施救员、巡查巡检及养护人员等工种性质。同时，还通过现场演练，还原了收费员的
收发卡标准化操作以及在遇到事故时、拨打12122救援电话后，施救员如何开展拖车服
务。 □苏洁洁/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