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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汕头日报讯】汕汕铁路汕头段全线桥隧比超过九
成，其中，在濠江区境内有汕头湾海底隧道、濠江特大
桥、跨中信大道特大桥等多处重、难点建设工程。记者
近日在濠江段实地走访了解到，海底隧道矿山段已进洞
403米，目前正在穿越第一处约 30米长的地质断层，预
计用一个月时间穿过。

中铁十四局集团汕汕铁路站前六标项目部工程线
路起自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与沈海高速并行向东北
行进，跨越 337省道、中信大道、疏港大道、濠江至新建
汕头湾隧道起点，由此转向北行穿过汕头湾引入标段终
点既有广梅汕铁路。该标段包括约9.8公里隧道工程、四
段路基工程以及新地特大桥、湖边跨省道 337特大桥、跨
中信大道特大桥、濠江特大桥四座桥梁工程，全标段桥
隧比达92%。

记者了解到，汕头湾海底隧道矿山法段全长 6762
米，设进口、1号斜井、2号斜井3个矿山法工区，进洞口位
于濠江区达濠街道青盐社区，1号斜井位于达濠街道葛州
社区，2号斜井位于053县道与沈海高速交界处，目前隧

道正洞及两个工作斜井已同步铺开施工。由于隧道矿山
段线路较长且地质条件复杂，沿线存在软弱围岩、富水断
层等不良地质，矿山段洞身要穿越 13条断层带和 6处破
碎区，安全风险较高、施工难度大。

据汕汕铁路站前六标项目副经理孔凡朋介绍，目
前汕头湾海底隧道进口已进尺 403米，已经到达设计上
的第一处断层地段，围岩比较破碎、且不稳定，这一处断
层大约 30米，预计需要一个月时间来穿过这个断层，日
均进尺1米。

在濠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一个个大型桥墩已经拔地
而起。这座特大桥全长约5.8公里，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
梁下部结构施工。全桥共需建设167个桥墩，现已完成过
半。而特大桥跨濠江段约1.5公里，主跨160米连续钢构
跨越濠江，其中北岸主墩已进入钢板桩围堰施工阶段。

另外，跨中信大道特大桥全长约 4.2公里，目前桩基
础施工已基本完成。汕头南站正线下部结构也已经完
成，正在进行部分梁体施工。

（蔡晓丹蔡晓丹 陈史陈史摄影报道）

汕头是全国著名侨乡，海外潮汕人分
布广、人数多。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和
港澳同胞情系桑梓，积极回乡投资兴业、捐
资捐建，为祖国、家乡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
突出贡献。为更好坚定文化自信、推进中外
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有效整合文化资
源，2017年底至 2019年，汕头市先后依托香
港、澳门、泰国、马来西亚的潮团，设立4个“汕
头海联文化驿站”，构筑开展文化交流和合作
的阵地。近年来，驿站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交
流活动，在助力潮汕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的同时，增强了海外潮人的文化向心力，为
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推进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和智慧。

汕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汕头海
联文化驿站”创设以来，以文化为抓手，注重
发挥文化认同引领作用，组织多场专题文化
活动，形成“同心文化”“同源文化”“同根文
化”阵地平台，进一步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潮籍社团的互动交流。据了
解，“驿站”组织开展了走进侨乡海外新生代
中华文化浸入式体验主题活动，举办“一带一
路·文化先行”、“行走潮文化”等专题活动，通
过潮剧、潮绣、剪纸、灯谜等非遗项目以及潮
汕特色美食等亲身体验，进一步提升港澳
同胞、海外乡亲对潮汕传统文化的了解，引
导他们因了解而认同，因认同而爱（祖籍）
国、爱家乡。汕头市侨务部门还把源自中
国、创新于马来西亚，在海外青年中逐步受
喜欢的二十四节令鼓引进到汕头濠江区。
与此同时，驿站还有效利用各种新媒介宣
传华侨历史文化、潮汕民俗文化，增强港澳
同胞、海外乡亲对祖国家乡的情感情谊。
以同根文化敦睦乡谊，用传统精髓凝聚侨
心，“驿站”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以侨为桥，促进文化融通、民心相通，汕头市侨务部门表示，将
充分发挥“汕头海联文化驿站”窗口作用，深化与有关国家（地区）的人
文合作，持续开展“寻根之旅”、“出花园”体验、“行走潮文化”等文化交
流品牌活动，推动潮汕优秀文化在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扎根。据了
解，汕头市侨务部门将继续推动在柬埔寨、老挝和菲律宾等国家的潮籍
社团中设立驿站，以更好打造广大海外侨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具体
实际交流工作将于今年下半年视海外疫情情况推进。 ((杨舒佳杨舒佳))

汕头湾海底隧道矿山段进洞汕头湾海底隧道矿山段进洞 400400余米余米

汕汕铁路矿山法隧道里汕汕铁路矿山法隧道里，，施工人员正在灌注混凝土施工人员正在灌注混凝土。。

【汕头日报讯】 跨越外砂河、连接汕头市澄海与龙
湖区的中砂大桥是中阳大道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3
月 14日，中砂大桥成功合龙，碧水蓝天下，韩江下游
出海支流外砂河从中砂大桥下流淌而过，并与白海豚
造型的主塔相互映衬。

中砂大桥全长 1325米，横跨整个外砂河，主桥
340米，采用双塔双索面斜拉桥设计，双塔呈白海豚造
型。在项目建设单位中交投资和施工单位中交一航
局的努力下，中砂大桥自2019年开工以来，克服了恶
劣天气、水上作业、疫情等诸多困难和影响，于昨天迎
来了大桥合龙的重要施工节点。

据中交一航局中阳大道工程二分部副经理孙栋
介绍，中砂大桥主桥采用钢箱梁结构，共分 33节，钢
箱梁总重约10000吨。钢箱梁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用
船舶海运至施工现场，再通过桥面吊机等设备逐步安
装成型。中跨合龙段长度约为5.6米，重达158吨，吊装

前，施工单位做好了充足准备，包括精确测量桥轴线、
标高、合龙口尺寸等指标，确保合龙段精准吊装到位。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随着四台桥面吊机的缓慢
提升，中砂大桥中跨合龙段钢箱梁缓缓进入合龙口，
在现场技术人员的指挥下，进行精准调位、临时锁定，
再由施工人员进行焊接和栓接作业，形成整体钢梁，
大桥正式合龙贯通。

中砂大桥的顺利合龙，意味着中阳大道建成通车
的目标又迈出坚实一步。线路总长超过18公里的中
阳大道起点接新津河大桥，终点接莲凤路，路线经过
龙湖区新溪镇、澄海区坝头镇和莲下镇，是东海岸新
城对外快速联系通道，也是中心城区以及澄海区通往
东海岸新城塔岗围片区亚青会主场馆的大动脉，建成
后将成为汕头市又一条新的城市
快速路。

（（蔡晓丹蔡晓丹 陈史陈史摄影报道）中砂大桥成功合龙的场面中砂大桥成功合龙的场面。。

连接汕头澄海区与龙湖区连接汕头澄海区与龙湖区

中阳大道中砂大桥合龙中阳大道中砂大桥合龙

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是广东省著名革
命老区，也是远近闻名的“青梅之乡”。近
年来，当地党政部门积极推动老区特色产
业发展，通过搭桥牵线帮助青梅种植户解
决“果贱伤农”之忧，充分调动种植积极性，
促进农民丰产增收，同时以特色种植业为依
托谋划深精加工业、现代农产品物流业、农
业休闲旅游业等产业簇群，全力打造山区经
济创新小镇。

位于汕头市潮南区西南部大南山中段
的红场镇，全镇均为山地丘陵区，这里年均
降雨量 2200毫米，属典型的亚热带气候，土壤属赤红
壤，土质和气候条件十分适合种植青梅等经济作物。红
场镇种植青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因品质优良而受到周
边市场的青睐。全镇现有管养青梅林约 1500亩，年产
量约225万公斤，总产值约1000万元。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红场镇苏林社区的俊沟青梅种
植基地，沿着山坡小径一路前行，路旁梅树枝头上已挂
满翠绿的青梅，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这些梅子还
未成熟，再过一个来月完全成熟了，果实可以增大近两
倍，外观颜色也变得绿中透黄，十分漂亮。”陪同参观的
园绿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坚辉介绍说，苏林社区种
植青梅历史悠久，但前些年销售渠道不畅，靠果贩前来
收购数量少价格也低，每公斤一般只能卖1.2元左右，严

重挫伤了果农的积极性，导致不少果园荒废。去年，镇
委、镇政府成功引进峡山一家刚投产的水果发酵饮料生
产企业前来收购青梅，一次收购了 4万公斤左右，每公
斤收购价5元，一下子增加了4倍，果农们都很高兴。苏
林社区100户果农合股成立了园绿种养专业合作社，目
前在俊沟青梅种植基地拥有 450亩果林，今年其中 230
亩能收成，亩产量预计达 2000公斤左右。“非常感谢政
府的重视支持，帮助我们农民解决了水果销路的大问
题。企业已与合作社签订了合作协议，青梅有多少就收
多少，而且有个保底价，让果农吃了定心丸，种起水果来
更带劲！”李坚辉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要将每一个梅子做到极致，用一种
特色农作物带动一条产业链形成及乡村振兴。”红场镇

委副书记、镇长陈卫明的心中显然正在下一盘更大的
“棋”：“我们打算通过青梅种植基地的示范推广，着力
打造‘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促进农业种植
结构的调整优化，使青梅产业朝着优质、高产、增值、
生态、安全的方向发展。同时，紧紧抓住红场公园建
成开放、前来感受苏区革命精神的各界人士日渐增多
的契机，发挥青梅果园的生态景观优势，积极发展农
业观光旅游业，配套山地特色美食、民间传统农具展
示等项目，让农户在非收获季节能增加旅游收入，享
受山地经济发展的红利。”

（（王开颖王开颖 摄影报道）

小青梅描画大小青梅描画大““产业图产业图””
潮南区发展特色产业簇群群，，促进农民丰产增收促进农民丰产增收

梅树枝头挂满翠绿的青梅梅树枝头挂满翠绿的青梅。。

﹃
汕
头
海
联
文
化
驿
站
﹄

打
造
侨
胞
共
同
精
神
家
园

打
造
侨
胞
共
同
精
神
家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