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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冬

奥竞赛场馆全部

完工，大连湾海底隧

道工程全线进入施工“快

车道”，亚洲首个专业性货运

枢纽机场鄂州花湖机场为建成

通航进行最后冲刺⋯⋯近期，各

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顺利，呈现出

一派火热景象。

2021 年，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两

新一重”项目建设，有序实施“十四五”期间

重大工程，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细化

实化支持政策，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见形见效、

提质提效。

“十四五”期间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具有战

略性、基础性、引领性，涉及科技攻关、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建设、民生补短板、文化传承发展等重点

领域。这些重大工程项目，一是引领未来发展的

重大攻关项目，包括量子信息、星际探测、科技攻

关等；二是基础设施领域的世界性标志性工程，如

川藏铁路、沿江沿海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

发等；三是重要民生保障项目，如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养老托幼等直接关系民生

的项目。

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2021 年以来，重大工程项目对各地经济发展发挥

了有力支撑。比如，甘肃省首次将重大项目调度

搬上了甘肃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时

监控项目进展，强化项目跟踪调度和闭环管理；

2021 年前 11 个月，省列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1904.77 亿元，同比增长 20.29%，年度计划投资完

成率 101.4%，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2021

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所涉重

大项目全面落地之年，2021 年前 10 个月，67 个川

渝合作共建的重大项目已开工或启动建设 65 个，

累计完成投资 1971.8 亿元。岁末年初，多地加快

稳投资步伐，一批围绕调结构、转动能、增后劲、惠

民生的重大项目开工，并提前谋划储备下一步的

建设重点。

重大工程项目兼顾了“国家大事”和“关键小

事”，要统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惠民生、防风

险，统筹中长期发展和年度经济运行，扎实推进“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

大工程项目建设，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开工一批、投产一

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加强政策支撑和要素保障，发挥中央预算内

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同时积极调动社会资本

活力，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交通、物流、生态环境、社会事业等补

短板项目建设，推动加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为稳定

经济运行的“压舱石”。

站在北京延庆小海坨山最高点山顶

出发区放眼望去，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

和训练雪道犹如条条白色瀑布，由山顶向

山谷蜿蜒流淌。远处，多台造雪车喷出茫

茫白雪，覆盖各条赛道。随着北京冬奥

会日益临近，位于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延庆

冬奥村已处于冬奥会开赛前最后的

细节完善阶段。北京冬奥工程建设

以“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

一天也误不起”的冬奥建设精神，

全面有序向前推进。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建

设难度最大的赛区，生态修复工

作 的 难 度 不 亚 于 新 建 场 馆 工

程。广大冬奥建设者经过 4 年

多艰苦卓绝努力，终于建成我

国符合奥运标准的首条高山滑

雪赛道和首座雪车雪橇赛场。”

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

程部经理刘文浩说。

“北京不仅重视承诺，如期完工，在场

馆建设过程中更是以创新为驱动，以科技

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引，绿色、共

享 、开 放 、廉 洁 的 办 奥 理 念 得 到 充 分 体

现。”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丁建明表示。

与奥运赛场上争金夺银一样，北京在

冬 奥 工 程 绿 色 生 态 建 设 中 也 连 夺“ 金

牌”。丁建明说，建设世界首创 500 千伏张

北柔性直流电网，北京冬奥会成为奥运史

上第一届 100%使用绿色清洁电能的奥运

会；借助科技创新，北京成为首个大规模

使用当今最环保二氧化碳制冰技术的冬

奥会主办城市⋯⋯绿色建筑、生态修复工

程成为北京冬奥场馆建设最亮丽的名片。

作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充分利用

北京夏季奥运会遗产，是北京冬奥会节俭

办奥的一大亮点。曾是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蹦床比赛场馆的国家体育馆，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期间将承担冰球比赛的举

办任务。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

公室城区场馆建设处处长黄晖说，该场馆

经过多次“相约北京”测试活动检验，已具

备办赛条件。

不搞大拆大建，力求简约精彩。北京

冬奥建设从规划布局就将“节俭”贯穿其

中：国家速滑馆利用 2008 年奥运会曲棍

球、射箭临时场馆用地；滑雪大跳台利用

了首钢老工业遗存设施；延庆赛区没有将

赛区原有村落拆迁，而是将其升级改造为

服务冰雪运动的特色山村。

“承担北京冬奥会全部冰上比赛项目

的北京赛区，仅新建了‘空白’项目场馆国

家速滑馆和首钢滑雪大跳台，其他竞赛场

馆全部利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场馆。”丁

建明说。

通过提升场馆经营能力，人们又看到

了一个共享成就、可持续发展的“北京方

案”。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所有竞赛场馆

都实现冬季和夏季场地互换功能。北京

赛区和延庆赛区场馆全部同步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筹备赛后开展群众

性体育活动，服务“三亿人上冰雪”。首都

体育馆园区通过建设改造，成为国内最大

的冰上比赛、训练、科研中心；首钢滑雪大

跳台“雪飞天”将打造成为以冰雪文化为

主题的城市广场；延庆冬奥村未来将作为

旅游接待酒店。

“滑雪大跳台是冬奥会和世界滑雪锦

标赛上最受城市年轻群体喜爱的运动之

一，把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落户首钢园区，

就是希望将这项特有赛事与北京城市文化

完美结合，进而通过冬奥会带动城市更

新。”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大跳台项

目协调部部长助理刘玉川说，首钢滑雪大

跳台在设计、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到赛后

利用，滑雪大跳台可实现迅速“变身”。

通过冬奥建设，推动京冀两地一体

化。随着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相继建成，北

京延庆、河北张家口正式步入首都“一小时

交通圈”。通过张北 500 千伏柔性直流电

网工程，张家口丰富的绿色能源不仅服务

北京冬奥会，还将进入北京千家万户。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全球第四

个、亚洲第一个专业货运枢纽机

场——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校飞，预

计 2022 年上半年通航。

2018 年 2 月，湖北鄂州花湖机场

获批建设。项目定位为货运枢纽、客

运支线、公共平台、航空基地。总投资

约 330 亿元的鄂州花湖机场，本期飞行区

跑滑系统按满足 2030 年旅客吞吐量 15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30 万吨目标设计，

航站区、转运中心按满足 2025 年旅客吞

吐量 1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45 万吨目

标设计。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成为全球又

一个超级航空货运枢纽，从这里出发，1.5

小时可覆盖全国 90%经济圈，实现一夜达

全国、隔日连世界。这里还将作为我国重

要物资储配基地，显著提升我国应急救援

能力。

扫码、实名注册⋯⋯日前，记者从南门

进入鄂州花湖机场，最先看到的建筑是机

场航站楼，上面已挂上“鄂州”二字。

89 米高的空管塔台位于机场中轴线

上，其造型灵感来源于鄂州市市花腊梅，象

征着鄂州空港未来绽放于荆楚大地，傲立

于世界货运枢纽之列。

记者看到，东、西两条跑道贯通成形，

工人们正在加紧收尾铺装。两条跑道均长

3600 米、宽 45 米，按照 4E 标准建设，可以

起降波音 747 等宽体客货机。

打 造 品 质 工 程 ，智 能 建 造 是 重 要 抓

手。鄂州花湖机场在智能建造方面走在了

前面，最主要的是全程运用 BIM（建筑信

息模型）技术。在中建三局项目部，记者看

到了 BIM 技术的优势。屏幕上有机场第

一个地面建筑——空管塔台的三维模型，

风机、裙房走道、钢筋等位置、管道走向等

信息一清二楚。

空管塔台整体外形呈 6 个对称形花

瓣 ，以 直 径 10 米 的 混 凝 土 核 心 筒 为“ 花

茎”，外扩钢结构“脉络”加双曲幕墙形成

直 径 达 23.5 米 的“ 花 瓣 ”。 施 工 时 ，保 证

“花茎”与“花瓣”吊装、安装的平整度成为

该工程的重点。中建三局鄂州机场项目

副 书 记 骆 良 说 ：“安 装 前 ，我 们 通 过 BIM

对 6 块巨型钢模板的预埋件实施精准定

位和模拟预演，不断优化设计，采用多点

吊装法，最终实现‘花茎’与‘花瓣’在空中

转体和就位。”

“机场在全国首个采用 BIM 模型进行

全过程质量验评和计量计价，打通了精准

建模、按模施工、按模质量验评、按模计量

支付的路径。”湖北国际物流机场公司总工

程师朱方海说，实体机场建成时，一个与之

对应的虚拟孪生机场随之诞生。

围绕核心枢纽机场，鄂州市和邻近的

黄冈市、黄石市三地正“错位互补、有序竞

争、抱团发展”，一个以货运为基础的航空

物流聚集产业核心地带呼之欲出。鄂州

重点聚焦对时效性要求高，偏向临空产业

的航空物流、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光电子

信息四大主导产业；面对土地资源紧缺的

压力，黄冈“补”进来，顺丰后勤配套的“四

个中心”——数据中心、培训中心、共享中

心、生活配套中心落户黄冈。黄冈临空经

济区也定位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科创教育

业等产业；黄石有产业基础，因此重在布

局高端制造、智能物流、科技创新等新兴

产业。

2021 年 12 月 11 日，总投资超过 200 亿

元的大连湾海底隧道和光明路延伸工程

建设再传喜讯。随着大连湾海底隧道陆

域工程第二轮交通导改顺利完成，位

于大连港 2 号门东侧的 F2 施工段提

前 100 天启动封闭施工，标志着由

中交一航局三公司负责施工的海

隧 陆 域 工 程 导 改 调 流 全 部 完

成，项目全面进入大干阶段。

大连湾海底隧道和

光明路延伸工程项目，是

贯彻落实全面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战略的重大

民生工程。该项目建成后

将有效破解大连“C”字形空

间结构形成的交通瓶颈，为大

连新增一条纵贯南北、连接大连

东部核心区、金普新区的快速通

道，使“海角”变通途，对于缓解交通

压力、优化城市生态功能、推动大连湾

两岸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

全长 12.1 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标准为城市快速

路，包括海底隧道工程和光明路延伸工程两个子项

目。其中海底隧道主线长 5.1 公里，需安装大型沉管

18 节，标准管节长 180 米，重量约 6 万吨。光明路主线长

7 公里，顺接大连湾海底隧道。

南有港珠澳，北有大连湾。大连湾海底隧

道和光明路延伸工程项目，是继超级工程港珠

澳大桥后我国北方高纬度寒冷地区第一条跨海

沉管隧道。该工程汇聚多项国内外跨海通道建

设顶级技术。其中，工程建设突破传统全抬升

式基床整平工艺，研制出全漂浮整平施工工艺；

创新研发出全国首例“顶进节段法”最终接头；

解决了高纬度寒冷地区百年混凝土的耐久性问

题，研发了北方百年海工高性能混凝土质量控

制技术，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大连湾海底隧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进说，

项目是以 PPP 模式实施的辽宁省重大民生项

目 ，2017 年 5 月 成 功 入 选 国 家 发 改 委 第 二 批

PPP 项 目 典 型 案 例 。 据 介 绍 ，该 项 目 采 取

“BOT+EPC+政府付费”的 PPP 模式，建设期 50

个月，运营期 20 年，目前项目审定概算总投资

222.93 亿元。

2021 年 11 月 27 日，大连湾海底隧道完成

年内第 11 个管节——E12 管节的安装，这标志

着项目超额完成 2021 年初制定的“保九争十”

的目标。自 2020 年 12 月 9 日首节沉管安装成

功，12 个月安装 12 个管节，创造了沉管安装的

“中国速度”。

2022 年是大连湾海底隧道和光明路延伸

工程项目建设关键之年，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推

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辽宁省委副书记、

大连市委书记胡玉亭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建好这项“百年

工程”，坚持“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施工单

位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高质量项目助力大连实现振

兴发展新突破。

为稳投资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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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世界首座永久性滑雪

大跳台场馆。

（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供图）

图② 鄂州花湖机场空管塔台现场。 聂 艺摄

图③ 2021 年 11 月 27 日，大连湾海底隧道 E12 沉管浮运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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