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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
如果没有让步和巧思
45公里的路很难畅通

黄浦江两岸45公里分布着各种
码头、企业用地，如果没有“让步”，没
有“巧思”，这45公里的路也不可能
通得那么漂亮。

贯通工程开始前，浦东共排摸出大
大小小29处断点或堵点，最终拆掉了8
万平方米的建筑，腾地27万平方米。

杨浦区秦皇岛路码头串联起了杨
浦滨江与虹口滨江，对于这一断点，市
浦江办高度关注，两区也经过了多次
协商。最终，以轮渡站二层为连接点，
从原有办公区域“割让”出3米宽的空
间，又另外设计并外挑了3米宽的钢
结构平台，这样一来，轮渡站的二层
就拓辟出6米宽的场地，既能通行又
有了观景平台。平台两侧延伸出缓
坡，分别连接杨浦与虹口，从而实现
贯通。“这样现状改造最小化，实现了
江景归于一线，同时又不会打扰轮渡
站的正常使用功能。”杨浦滨江公共空
间贯通项目部经理刘绍旭表示。

两岸工程如火如荼，往往会与水
上通航产生矛盾。去年最后3个月，黄
浦海事局辖区内的过境船舶超过6300
多艘次，工程封航实对水上交通造成
极大压力。川杨河桥建设中，搭建临
时桩，辟为临时“停船带”，供船舶暂时
靠泊等待水上工程的间歇再恢复通
航，就是黄浦海事局、浦东新区航务管
理所杨思站等部门苦熬两个多月，和
施工方反复协调拿出的方案。为确保
通航船舶的安全，黄浦海事局两艘巡
逻艇24小时不间断护航，全新的信息
技术进行“无死角”监控，一周内所有
人员都扑在一线，加班到通宵。

上粮六库地块位于贯通工程（徐汇
段）徐浦大桥节点，由光明集团下属良
友集团负责管理，地块面积共计约
348亩，是徐汇段沿线中占地面积最
大的被动迁单位。同时，上粮六库常
年储备保障粮约15万吨，食用油4万
吨，是全市重要的保障粮基地。为配
合贯通工程建设，在市政府关于上粮
六库异地选址方案尚未明确的前提
下，企业积极支持配合，陆续在去年5
月份、9月份腾让交付了工程建设范围
用地，为贯通工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还江于民，是我们的一种情怀”
黄浦江两岸45公里岸线贯通，离不开他们的付出

滨江45公里岸线的贯通，凝聚着许多无名英雄的汗水和心血。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2017年11月初，川杨路桥东岸
贯通工程中的主桥贯通，这座桥采用
半自锚斜拉桁架梁结构形式，是全国
首座采用了桁架斜拉索组合体系的

“一跨过河”桥，跨度达到了165米，
也是东岸贯通工程中规模最大的一
座桥。

主桥完成，算是大功告成了。但
负责该桥建设的上海建工机施集团
项目经理储慧斌却完全没办法轻
松。“接下去还要在桥两端安装6根
斜拉索，每根斜拉索的直径有15.1
厘米，完成这个超大跨斜拉桁架组合
桥梁钢结构制作的难题，川杨河桥的
结构施工才算完成。”

事实上，从7月份正式开工起，
储慧斌就在不断解决难题中度过。
刚开始打桩就遇到了地下障碍物。

“挖开来就发现地下有很多小方桩，
估计是原先建筑留下的，但原始图纸

找不到了，只能先清障。”本来工期就
紧张，年底要完成贯通目标，只有半
年时间，增加了清障工序，对后面工
程必然有影响。

“好比说打桩，要是采用传统工
艺，打完一根长60米、直径1.2米的
大桩，就需要一天时间，整个工程近
200根桥柱，打个桩就可能要花上大
半年。”项目部不得不和时间赛跑，最
后从荷兰引进了目前世界上功率最
大的免共振锤70RF，一天可以打3-5
根桩，而且高速振动能避免共振，保
证了安全。

要克服的难关远不止这一个。
川杨河桥使用的钢材材质特殊，大部
分板材厚度为60毫米，最厚板材达
到225毫米。为了保证工期，储慧斌
到加工厂去进行沟通，在他和同事的
努力下，从材料进场到完成水上三跨
的吊装合龙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半年内，七座跨河桥中我们承
担施工了六座，看上去不可能的事被
我们做到了。”除了川杨河桥，储慧斌
同时还负责洋泾港桥、白莲泾桥、倪
家浜桥、三林北港桥和三林塘港桥的
现场施工，占了东岸贯通工程中12
座园桥的一半。其中最北面的洋泾
港桥在杨浦大桥下，南面的是三林塘
港桥，相距22公里。那段时间，每天
早上6点半，住在川沙的储慧斌就要
从家中出发，7点半到工地，当中再
抽空去其他工地，一天这样跑下来，
至少要跑七八十公里的车。在工地
干通宵更是经常的事。妻子待产，他
也无法陪伴在身边，半年时间里，除
了儿子出生那天，他几乎天天都泡在
工地上。但如今站在自己一手造起
来的大桥上，看着幸福的一家人在桥
上散步观景，他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
得的。

上海市政总院交通院副院长戴
伟告诉记者，黄浦江两岸实现贯通开
放，最难的是打通堵点、连接断点，而
在贯通工程中，桥梁成为不可缺少的
关键和亮点。这一系列园桥，既能贯
通和连接断点，还能与绿地、建筑、河
道景观融为一体，成为亮丽的风景及
重要景观标志。但同时桥梁建设周
期相对较长，建设过程受到河道通航
通水及汛期影响，对桥梁安全性及质
量不容有丝毫疏忽。

位于徐汇滨江的淀浦河桥，是徐
汇滨江公共开放空间5.1公里新建
段中建设难度最大、工期最紧但也最
为关键的贯通节点。而这座总长
404米的、长达108米主跨长度的大
桥，以不到200天的建设周期完工，
也算是个“传奇”。

徐汇滨江开发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吴连盛告诉记者，之所以
称淀浦河桥为徐汇滨江贯通工程的

“最难点”，是因为这座桥集合了建设
体量大、工期紧、工艺复杂、吊装难度
大等多重难点。

比如做桥面，淀浦河桥的主跨面
长108米，宽40米，若仅用一片钢结

构做桥面，单片重量太大，基本没有
吊车可以完成。施工中，南北向的桥
面被分成东、中、西三部分，吊装时由
两辆各能承重750吨的吊车在河两
岸同时吊起一片桥面。不过，最西侧
的桥面只能先从东面临江一侧落到

“V形”桥墩上，再由千斤顶慢慢滑移
至西侧。“这就需要施工的精确。”

吴连盛曾参与上海多条高架线
路的项目建设，而滨江公共开放空间
的建设在他看来难度要大很多，“特
别需要打磨细节。”像是一般的石材
路面厚度仅3-4厘米，而徐汇滨江新
建段的路面每块厚达6厘米。“工人
切割时很辛苦，但不容易踩坏，景观
也更有质感，大家也觉得付出有价
值。”他表示。

在两岸贯通的建设中，正是这些
一线工作者的精益求精，让工程在顺
利完成的同时也能保质保量，其中青
年的身影尤为突出。徐汇滨江建设
中，西岸集团团委牵头组织了80名
青年骨干力量，建立了青年突击队，
由团委书记任队长，汇集土地收储、
规划设计、工程管理、投资造价、服务
管理等多领域专业队员，其中35周

岁以下青年占比约80%，党、团员占
比近50%。

28岁的李学锋，为了方便深夜
随时处理问题，自己租房子住在工地
附近。道路摊铺沥青的那段时间，更
是干脆直接住到工地上，每天在太阳
下步行 10 公里，生生被晒成了“黑
炭”。27岁的陈子涵新婚第二天就
回到工地上监督塘渣外运，现场核对
每棵树的种植要求，无一遗漏。

24岁的陈宏佳，2016年 7月刚
毕业就正式成为了徐汇滨江建设者
的一员，直接进入了西岸集团的土
地储备部。在整个贯通工程中，土
地收储是最基础也是最艰难的一项
工作，特别是徐浦大桥区域，汇集了
众多大型企业与专项用地。为了让
企业腾出用地，他们与时间赛跑，耐
心与企业谈判，经常关在饭店里一
个通宵协调沟通做协议。“周六保证
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口
号。因为天天加班，女朋友和他分
手了。他难过，但不后悔。“我觉得
这是一种情怀，看到这么大的工程
中有我的贡献，就觉得是一种个人
价值的体现。”

人物 除了儿子出生那天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

精神 在一线的建设者中 青年身影尤为突出

作为新年礼物，黄浦
江两岸从杨浦大桥至徐浦
大桥45公里岸线公共空间
去年12月31日向市民贯
通开放。而在这份大礼的
背后，离不开各行各业的
汗水和付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