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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日“叹零丁”，到今日
“跨伶仃”，这是一个时代的见
证。

6月30日，举世瞩目的超级
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
运营。这是全球首个集“桥、岛、
隧、水下互通”为一体的跨海集
群工程，路线全长约24公里，深
圳至中山的车程将从此前约2小
时缩短至30分钟。

历时141天实现西人工岛
合龙、8万吨沉管在海底一次性
精准安装到位……迎着疾风、踏
着巨浪，上万名建设者在珠江口
连续奋斗7年。

频发的台风、高盐高湿的环
境、复杂的海底情况……这是世
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
工程之一。

这个海上奇迹有多强？数
据最能体现——

世界最大跨径全离岸海中
钢箱梁悬索桥：深中大桥主跨达
1666米，加上两边边跨，总跨达
2826米；

世界最高通航净空海中大
桥：深中大桥主塔高270米，大桥
桥面距离海平面高达91米，船
舶通航净空达76.5米，未来可满
足30万吨散货轮和3万标箱集
装箱船的通航需求；

世界最长的双向八车道海

底沉管隧道：深中通道海底隧
道，双洞双向8车道，长约6.8公
里，其中海底隧道沉管段长5035
米，由32个重达8吨的管节和一
个最终接头连接而成；

世界首例水下高速公路枢
纽互通—机场互通立交：深中
通道东人工岛全岛陆域面积
34.38 万平方米，相当于 48 个
国际标准足球场，岛上隧道工
程包括长 480 米的堰筑段隧
道、长 855 米的岛上主线隧道，
以及实现交通转换的 4 条匝道
隧道……

这个跨海超级工程再次擦
亮中国基建名片：

研发出超高强主缆钢丝索
股、革新外海超大尺度沉管管节
浮运安装工艺……深中通道建
设以来，已获得发明专利200余
项、行业协会奖项数十项。

4月，深中通道深中大桥获
得了拥有桥梁界“诺贝尔奖”美
誉、国际桥梁大会授予的“乔治·
理查德森奖”。

“这是对中国基建技术的又
一次检验，这是向世界展示中国
基建实力的新窗口。”中交公路
规划设计院深中通道岛隧设计
总负责人徐国平说。

作为环珠江口交通网络的
关键一笔，深中通道背后的意义

不仅是车程缩短，更代表粤港澳
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
激发更多发展活力。

作为一道天然屏障，珠江口
曾让两岸城市拥有不同的发展
特色——

东岸，先进制造业实力雄
厚，科技创新能力强大，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相对完整，但面临着
发展空间受限、要素成本上升的
问题。

西岸，可利用可发展产业空
间广阔，土地使用和租金成本相
对较低，但亟需进行产业转型升
级、“输血造血”。

通车带来的便利，让“深圳
总部+中山制造”“深圳研发+中
山转化”等产业合作新模式成为
现实。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新的
‘交通脊梁’和‘A’字形交通网络
骨架的关键一‘横’，深中通道自
构思设计阶段便肩负着推动珠
江口东西两岸更好连接、融合的
重要使命。”广东省交通集团董
事长邓小华说。

一桥飞架，超级工程让“东
西两岸”变为“大桥两端”，隔海
相望的珠江两岸实现“海上”牵
手，将助推大湾区迈向美好未
来。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引江向海，勇立潮
头。新征程上的浦东，打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号角
已经吹响，国家战略叠加、时代
使命交融，坚定不移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打创新牌，不断提升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
引领力。

95后“外贸人”祝一立见证
并参与了浦东持续优化贸易便
利化营商环境，为促进全市贸易
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据统计，浦东新区货物贸易
进出口额从2013年的1.55万亿
元增长至2023年的2.58万亿元，
占全市外贸总值的比重从56.6%
提升至61.2%。2023年，浦东新
区服务贸易进出口达到1056亿
美元，占全市总量逾50%，离岸转
手买卖贸易收支额552亿美元，
占全市比重近90%。

毕业于上海大学工商管理
专业、2018年7月作为选调生入
职的浦东新区商务委贸易促进

处二级主任科员祝一立参与了
推进引领区外贸稳增长。入职6
年来，她一直在从事进出口贸易
运行研究分析，以及外贸新业
态、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研究推
进。

“我的主要任务是做每月
浦东进出口运行研究分析，依
托海关数据和企业调研情况，
在贸易方式与国别、主要进出
口产品，及保税区内进出口运
行情况等多维度撰写外贸月
报。研究推进外贸新业态例如
国 际 贸 易 分 拨 、二 手 车 出 口
等。对接属地海关，参与协调
外贸企业在进出口业务中的问
题困难，以及参与研究自贸区
贸易便利化等事项。”

祝一立参与研究撰写《浦东
新区推动外贸稳规模促创新拓
市场优环境的实施方案》，结合
当前浦东外贸发展情况及企业
需求，于2023年研究并制定四大
方面16条具体措施。

“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全
流程参与从调研需求、起草政策
初稿，到征求意见、修改完成定
稿的政策制定过程。”祝一立告
诉青年报记者，在制定过程中，
她深刻体会到，自己从事进出口

业务多年来，国际经济贸易形势
日趋复杂多变，给浦东的外贸企
业带来发展瓶颈的同时，也蕴含
了发展的契机。

“政府部门助推企业发展的
政策包也应不断与时俱进，充
分利用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
的大舞台，坚持更大力度的制
度创新，帮助浦东企业更好地
融入国际市场。”祝一立介绍
说，“浦东进出口贸易总量占全
市 60%以上，于我而言，带来的
使命与责任更是激励着我们在
改革冲锋、开拓创新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

当前，浦东共有100多家企
业被评为上海市国际贸易分拨
中心示范企业，占全市总数超过
70%。2023年，祝一立参与了浦
东新区国际贸易分拨中心示范
企业评定办法的制定和发布。

“我们就是为了鼓励一批有潜力
的进出口企业做大保税贸易规
模，进一步发展浦东新型国际贸
易业态，提升浦东国际贸易核心
功能区辐射力。”

从2019年商务部放开二手
车出口业务以来，浦东已有6家
企业成为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
全市共8家。“作为进出口业务部

门，我们通过对企业和市场的调
研，梳理当前浦东二手车出口发
展现状、问题瓶颈与拟开展的工
作推进举措，形成报告，获得区
领导批示。”目前，她参与制定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专
项发展资金支持消费中心发展
实施细则》已发布，从政策层面
支持二手车出口平台建设，鼓励
二手车交易平台做大规模，并且
正在研究打造浦东新区二手车
出口服务基地。

浦东新区是改革开放的一
面旗帜，是实施国家战略的核心
区、突破口、试验田，始终保持敢
闯敢试、先行先试的改革底色，
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对标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加快建立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贸易便利化制度。货物
贸易进出口额、服务贸易进出口
额、离岸转手买卖贸易收支额持
续提升，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
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

具体而言，就是全面落实浦
东引领区、综改、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总体方案等国家战略任务，
积极推进试点措施落地。

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方面，发展数字服务、数字技术
等数字贸易新业态，推进数字人
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应用
场景。支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
险向服务贸易领域拓展。

在推动大宗商品高质量发
展方面，大力引进高能级大宗商
品贸易主体，支持存量企业做大
规模，鼓励大宗交易平台提升能
级，根据企业经营综合评价给予
支持。支持大宗商品贸易创新
发展，优化涉税服务保障机制，
加大企业人才、安居支持力度。

在构建跨境电商创新生态
方面，持续推进“丝路电商”合作
先行区建设，吸引优质项目落
地。扩大跨境电商9810出口退
税业务覆盖面，开展9610海运出
口清单业务试点。争取增设市
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等。

“未来，我们将积极贯彻落
实总书记‘推动外贸创新发展，
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加强进出口业务知识学习，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做好企业服
务，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动
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祝一立的决心铿
锵有力。

入职6年研究推进自贸区贸易便利化 95后青年祝一立：

亲眼见证浦东外贸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潮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向着民族复兴澎湃而去。上海广大青年群众真切感受到

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从今天起，推出“改革开放谱新篇”主题报道。本报记者将追随总书记考察上海的足迹，通过对上海广大青年投身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典型案例的报道，全面反映上海各界青年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具体基层实践。

编者按

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

6月27日拍摄的深中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