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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观察

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土建工程海域段盾构
始发，这标志着，厦门目前在建的这条全国最长
过海综合管廊隧道正式向海底掘进；

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完成竣工验
收，这意味着，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

“无废城市”先进发展模式在厦加快推进，更加绿
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形成；

海沧港区重要的东西向集疏运干道——沧
江路投用，这代表着，厦门最重要的港区未来吞
吐量扩容有了运输生命线的保障，骨干路网体系
进一步完善。

以需求为导向，以调研促发展。今年以来，厦
门市市政园林局深入开展主题教育，认真落实省
委、市委“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部
署要求，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践行绿色生态发
展理念，持续推进行业精细化管理，呵护高颜值生
态花园之城，全力推动市政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无废城市建设
东部垃圾焚烧发电三期投用

10 月 26 日，厦门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
工程（以下简称“东部三期”）顺利完成竣工验收，
作为今年省、市重点建设项目，这一重大惠民举
措落地，对厦门生态文明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意义重大。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
“3T+E”焚烧技术，其 ACC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可
确保垃圾充分燃烧及炉温稳定，保证二噁英等污
染物彻底分解，其烟气净化系统采用主流烟气处
理工艺，烟气排放主要指标优于《生活垃圾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及欧盟 2000标准。

据厦门市政集团环能公司副总经理黄世清
介绍，该项目竣工后，厦门市生活垃圾焚烧日处
理 能 力 从 2009 年 的 400 吨 提 升 到 了 2023 年 的
5850 吨，增长了近 14 倍，进一步提升了厦门市生
活垃圾“零填埋”终端保障设施的能力。

而最关键的是，在完成厦门市原生垃圾零填
埋的基础上，垃圾焚烧还可发电，每小时可以向
社会提供 1 万千瓦时“清洁电力”和 100 吨“绿色
蒸汽”的清洁能源，每小时减少碳排放约 31 吨，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仅
仅东部三期这一项目，一年就能发电 1.5 亿千瓦

时，可供 4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
除了能发电，在非电领域也有新突破。项目

建成后采用“热电联产”模式，垃圾焚烧后产生蒸
汽通过管道运输至周边 10 公里内的工业园区，
每天可为园区企业提供蒸汽 2800 多吨，与传统
模式对比，垃圾焚烧提供的蒸汽价格更低、碳排
放量也更少。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厦
门正加快“无废城市”建设，聚焦这一先进城市发
展模式，通过推动无废项目落地实施、探索固体
废物资源化利用，形成更加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
方式。东部三期的投用，与这一理念高度契合。

当然，所谓“无废”，并不意味着不产生固体
废物，而是将固体废物在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
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它对环境的影响降
至最低。

目前，厦门在“无废城市”管理制度体系、数
字化系统和产业培育方面已取得重点突破：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不断降低，去年厦门市人均生
活垃圾日产生量从超过 1 千克降低到约 1.0 千

克；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明显提升，全市危
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达 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 50%。

克服三大施工难点
最长过海综合管廊向海底掘进

汽笛长鸣，深埋地下超 20 米的盾构机开始
转动，厦门电力与清水进岛隧道工程启动，长达
3年的海底盾构掘进“跨海”征途开始了。

作为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的重大民生工程，未
来该项目投用后，将由海沧区向岛内跨海穿隧输
送水和电，可缓解岛内用水用电压力。

目前，厦门原水为单一水源，供水能力为 78
万吨/天，根据本岛人口增长情况及规划，本岛近
期（2025 年）需水量为 95 万吨/天，远期（2035 年）
最高日需水量 120 万吨/天。项目建成后，将增加
1 根 DN1600 的清水管道作为第二水源的进岛通
道，提高远期供水能力，满足厦门市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居民正常生活需要。

据介绍，该工程最大难点在于海域段，电力
与清水管廊隧道长 3078 米，采用盾构法施工，海
底盾构掘进施工难度大、风险高，工程要下穿大
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和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
项目四年半的总工期里，仅这段就需耗时一年。

此外，工程还需穿越多个航道，不仅存在施
工场地狭窄、盾构机分体始发和海底高水压开仓
换刀风险大等难题，还面临“孤石、上软下硬地
层”“全断面砂层掘进”“长距离高强度硬岩地层
掘进”等工程难点。

巧手成就卓越，匠心创造非凡。在各参建方
的共同努力下，项目组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让项目稳步推进。

——解决临海深基坑开挖难点。在竖井围护
结构采用了三轴搅拌桩+地下连续墙双重保险，
并设置降水井控制基坑水位，极大地降低了施工
困难，目前海域盾构始发井已顺利完工。

——解决临海盾构始发施工难点。采用钢套
筒＋分体始发，在始发前对洞门进行地面注浆加
固和水平注浆加固，以保证盾构始发安全，目前

已顺利完成始发，正式向海挺进。
——解决复合地层顶管顶进施工难点。现场采

用区间地质加固处理等一系列手段，目前已完成两
个顶管区间，第三个顶管区间正在始发准备中。

克服难点，项目建设过程中还涌现了不少建
设亮点：盾构远程监控，可实现实时跟踪、实时监
控、后台管控；海域段泥浆站设置封闭式隔音棚，
盾构接收井安装吸音围挡，减少对周边环境影
响；实现临海盾构始发“零”渗漏……

推进集疏运体系建设
沧江路投用助港区高质量发展

以港立市兴市的厦门，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
重要经济指标。按规划，海沧港区货运在 2035 年
将达 1200 万标箱，现状货运交通量大且逐年增
加，在沧江路改造前，已无法承担标箱逐年增加
的运输需求，亟须快速化道路服务货运交通。

“五一”期间，作为海沧区“五横四纵”体系中
的东西向快速路，海沧港区集疏运系统中的东西
向快速货运主通道沧江路正式投用，这条全长
4.96 公里的海沧港区物流“大动脉”，在改造进程
中再现了惊人的厦门速度——

从项目前期计划下达到项目完成招标，仅用
了 3 个多月；5 个月完成征地 83000 平方米，房屋
征拆 160 宗；紧扣 15 个节点全力攻坚，全时段全
断面组织推进项目建设；3 个月内完成第一联箱
梁混凝土浇筑，5 个月内完成桥梁主体工程，9 个
月项目完工，节点目标按序时完成。

“现在从厦漳交界处到海景路，驾车仅需 5
分钟，且 2 座高架避开了原先港口的大型货车
道，缓解货通压力的同时，通行安全也大大增
加。”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对完善厦门市骨干路网体系、提升港区运
输效率、促进片区开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沧江路的改造进程，是对素有“市政铁军”称号市
政人砥砺奋发战斗精神的再诠释,其高效推进多
次得到厦门市领导和港口高质量发展指挥部高
度肯定。

巧手匠心，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生态优先，推
动城市绿色发展。把主题教育和调查研究成果转
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行动举措，为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提供市政助力。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深入开展主题教育，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落实“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要求，持续推进行业精细化管理——

攻坚重点项目 锚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挺 通讯员 林婕 文/图

新修建的沧江路厦门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工程

主 旨 演 讲、成 果 路 演、课 题 创 作 …… 作 为
2023年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花卉
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的两岸青年交流会日前成
功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乡创乡建 振兴有
我”，两岸青年以实际行动，共同探索中国乡村建
设的未来融合之路。

互学互鉴，共谋合作新路

“近年来，很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创业就
业，积极投身农村农业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舞台
上施展才华，增长才干，自身的事业也得到了很
好的发展。”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经济科技合作
中心副主任武光陶表示。

武光陶说，长期以来，大陆方面秉持着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不断
出台、完善台胞福祉的政策和制度，为更多台湾
青年同胞搭建平台、提供舞台。

武光陶的一席话无疑是在场台湾青年的共
同心声。

“80后”台青林书任，2013年到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选择追随父亲的脚步，
来到四川大凉山种植油橄榄树。父子俩一个抓生
产、提技术，一个做品牌、拓销路，如今，公司经营面

积从2011年的600亩增长到了2.5万亩，帮助6800
户农户提高收入，带动21个村迈向乡村振兴之路。

在林书任看来，大陆有各项利好政策，有美丽的
绿水青山，还有广阔的市场机遇，台湾青年能够运用
自身优势在这边发光、发热，实现自我价值。“台湾在
社区营造、乡创文创方面起步早，可以把相关理念与
大陆乡村建设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他说。

“台湾乡建乡创的经验可以回馈到大陆来，
大陆这里一些想法跟做法，能够给台湾做参考。”
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说，相信这样的一个交流会
对两岸农业未来发展应该会有很大帮助。

当天，“乡创乡建 振兴有我”两岸青年交流
会邀请 8 位两岸青年发言，吸引 120 多位各界青
年参加。交流会上，4 位大陆青年分别从人才培
训、政府职能、科技扶持研究等方面，为台青在大
陆发展提供支持；4 位台湾青年则就个人参与的
乡创乡建经历展开交流。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
史研究部（二十四节气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王
晓鸣则以《浅谈节气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为题，向
两岸青年提供交流合作的新思路。

携手发力，共创美丽乡村

“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那里……”交流会

上，台青吴炳璋与小伙伴们带来闽南语歌曲《城
内之歌》，唱出台青对大陆乡村的感情。

吴炳璋来自台湾台南，2018 年，他和小伙
伴 们 参 与 改 造 厦 门 集 美 后 溪 村 城 内 社 ，组 建

“ 黑 猫 两 岸 青 年 文 旅 基 地 ”，开 启 乡 村 乡 创 探
索之路。

吴炳璋介绍，大陆的乡村有很浓的文化氛
围，像集美大社是陈嘉庚的祖上陈氏族亲迁居繁
衍的地方，闽南味的古厝、南洋风的侨楼、嘉庚韵
的建筑随处可见，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最好佐
证，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让厦门越来越好。

吴炳璋跟他的团队在城内社打造了复古的
供销社、酒铺、药铺、黑猫树屋、婚庆体验馆、霞城
电影院等，并且用镜头认真记录着，在各种社交
平台推广，让更多人看到两岸同血脉的故事。

守护乡土文脉，活化传统村落。
来自惠安崇武的红砖雕刻设计师史文沧带

着红砖雕刻技艺来到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成为
一名驻村艺术家。在黄厝，史文沧亲手打造闽南
红砖雕艺术馆，参与黄厝乡村改造，并策划了一
系列乡村展览。

黄厝村的知名度逐渐打开，校友、朋友、圈内
人、艺术家们通过各类人脉连接来到黄厝村，如
今，黄厝村已吸引陶艺、砖雕、漆画、国画、雕塑、

瓷器等门类的 32 个文创工作室入驻。“艺术乡
建”在这里成为现实。

编织乡村振兴“田园梦”的道路，两岸青年始
终携手并肩、坚定前行。据了解，目前福建已累计
引入近百支台湾团队、300 多名台湾人才，为 350
个村庄开展乡村乡建陪护式服务，覆盖全省近
80%的县市区。今后，福建将每年开展 100 个乡村
乡建合作项目，到 2025 年，全省计划引入台湾团
队 200 支以上，走出一条具有福建特色的闽台融
合乡村振兴之路。

抓住机遇，共享美好前景

台湾花莲人刘巧馨带领 10 余人的执行团
队，常常行走在大陆的田间地头，一边感受乡间
风情，一边思索如何规划设计乡建乡创项目。目
前，刘巧馨已在厦漳泉等地以闽台元素为主基
调，打造出茶山旅游、瓷帮古道等多个观光项目。

“两岸同根同源，闽南和台湾更是语言习俗
相近。”刘巧馨说，在项目执行时，她常常能发现
两地很多相通的细节，在工作中收获那份“血浓
于水”的感动。

刘巧馨的微沃尔（厦门）创意设计有限公司落
地厦门海西MCN两岸青年三创基地，在设立公司

的过程中，刘巧馨获得湖里区对于台青创业就业
办公场地、租金等方面的补贴，享受到基地平台、
达人、内容生产、直播运营等MCN全产业链资源。

“我的工作性质是漂泊的，但在这里，我的内
心是安定的。”刘巧馨说，厦门有关心台青发展的
政府，有贴合实际的惠台利民政策，有志同道合
的伙伴，有便利的衣食住行条件。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刘巧馨”从对岸而来，
和当地年轻人一起，筑梦于厦门乡野中，为两岸
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乡村样本。“大有
可为”的背后是“大力扶持”。

厦门经济特区始终走在两岸青年交流交往
的最前沿，肩负着对台交流合作先行先试的重要
使命。近年来，厦门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厦
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关于进
一步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厦实习就业创业的
若干措施》《厦门市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第一站的若干措施》等，为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
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通过政策扶持、感情牵引，厦门已吸引 100
多名台湾乡村规划师深度参与厦门乡村振兴，培
育出集美城内村和海沧院前社、赤土社等一批两
岸乡村振兴合作品牌，众多台青扎根乡村，挥洒
汗水，实现价值，实现从参与到融合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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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创乡建 振兴有我”两岸青年交流会侧记

□本报记者 邓婕 见习记者 黄星榕 文/图

集美城内村举行庙会特色主题活动“囍市集”。台青吴炳璋（右一）与乐队在交流会现场弹唱歌曲《城内之歌》。 “手创青村”两岸大学生乡创研学工作营开营。 翔安黄厝村艺术家举办艺术乡建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