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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江济淮工程“进度条”再刷新
沐集、姥山两座大桥建设有序推进

星报讯（记者 秦缘）随着系梁最后一个节段精准落位，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引江济巢段沐集大桥主梁顺利合龙，

标志着沐集大桥建设进入新阶段。日前，引江济淮工程（安徽

段）引江济巢段姥山大桥钢拱肋首吊顺利完成，标志着该大桥

进入主桥提篮拱拼装施工阶段。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今年以来，引江济淮（安徽段）引江济巢段姥山大桥、沐集

大桥两座大桥的建设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

为确保主梁顺利、安全合龙，沐集大桥展开技术攻关，针

对安装过程中的重难点，不断细化优化主梁吊装、高空作业、

焊接等施工方案，加强安全交底和安全排查，分节段监测，并

于12日顺利完成主梁合龙。目前，该大桥已完成主纵梁15

个节段的安装和13个拱肋节段的进场。

日前，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引江济巢段姥山大桥钢拱肋

首吊顺利完成，标志着该大桥进入主桥提篮拱拼装施工阶段。

姥山大桥接线设计全长1.81公里，公路等级为三级公

路，设计速度为40公里/小时，设计荷载为公路—Ⅱ级，路基

宽度10米，路面宽度8.5米，桥梁宽度10米。

姥山大桥桥梁全长1733米，主桥钢梁横跨兆河，总重量

达2600吨，纵向长度190米，横向宽度18.5米，系杆拱最高处

37.4米。本次吊装采用50吨桅杆桥面吊机，最终将重达17.5

吨的钢拱肋顺利吊装到位。目前，该大桥浇箱梁完成10联，

主桥钢梁完成15个节段架设，主拱安装完成2个节段，拱肋

节段加工完成8个节段。

据了解，两座大桥的建成，将为两岸往来提供便利的陆运条件，

同时为水路运输提供支撑，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星报讯（记者秦缘） 2023年国际桥梁大会（IBC）桥梁工程

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由集团公司负责建设，省交规院、省水利

院联合设计，中铁四局和中铁建大桥局联合施工的引江济淮工

程淠河总干渠渡槽获第40届国际桥梁大会“亚瑟·海顿奖”，成

为今年国际桥梁大会唯一获奖的中国项目。国际桥梁大会

（IBC）在世界桥梁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自1988年设立，每年

在世界范围评选在设计、建造、科研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桥

梁工程，共设乔治·理查德森奖、亚瑟·海顿奖、尤金·菲戈奖等

专项奖，被誉为桥梁界的“诺贝尔奖”，我国的港珠澳大桥、南京

长江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等国内著名桥梁均获得过此奖。

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钢渡槽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境内，是

世界跨度最大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在江淮分水岭北侧，

淠河总干渠从江淮运河上凌空而过，形成了一座“河上有河、

船上行船”的“水桥”，成为引江济淮工程全线标志性建筑。

2023年，经中国公路学会推荐，引江济淮工程淠河总干渠渡

槽在国内外众多桥梁中脱颖而出，获得国际桥梁大会“亚瑟·
海顿奖”，这是该工程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之后，首次荣获国

际桥梁大会奖。

4月1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发布《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

意见》全面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明确坚决守牢确保粮食安全、防止规模性

返贫等底线，深入实施“两强一增”行动，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

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在建设农业强国新征程中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记者 张贤良

加快推动安徽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据记者梳理，《实施意见》共 10 大部分、36

条，主要包括科学谋划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工作、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加强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两强一增”行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扎

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

革、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政策

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等内容。

近年来，安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大力实施“两强一增”行动，粮食产量再创新

高、农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面貌变化巨大、乡村

振兴开局良好，“三农”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实施意见》提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上来，加

快推动安徽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下一步，要科学谋划推进农业强省建设工

作，做到“四个必须”：必须立足省情农情，大力弘

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精神，多种粮种好粮，发展

生态低碳农业，传承优秀乡土文化，打造徽风皖

韵美丽乡村，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两强一增”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记者了解到，

2022年，我省启动实施“两强一增”行动，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66%，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83%，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75元，同比增长6.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

个百分点。《实施意见》将实施“两强一增”行动作

为重要内容，明确2023年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在推进科技强农方面，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组织开展绿色食品、农业生态环保等领

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先进成果30项以上；

加快农业“四新”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省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服务能力，深化“科技特派员+”制

度，巩固提升“一对一”服务行政村实效，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6.5%；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在推进机械强农方面，发展农机制造产业，

打造芜湖现代农机、合肥色选机、阜阳粮食机械、

宿州智能农机装备等农机制造产业集群，农机制

造主营收入增长8%；加快特色农机研制补短板，

完成研制新样机50项，总数达90项；推进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84%。

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继续实施工资性收入

倍增、财产性收入扩量、经营性收入壮大、转移性

收入提升行动，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

三项重点工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实施意见》聚焦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三项重点工作，提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

效、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分别作出具体部署。

在乡村发展方面，做好“土特产”文章，重

点在深挖乡村产业特色、加快推进产业融合、

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创新联农带农机制上下

功夫。首先，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大

力开展招商引资，培育一批农产品加工业强

县、强园、强企，新增产值超 10 亿元龙头企业

10 家、产值超 50 亿元加工园区 3 家，农产品加

工业产值提高到1.68万亿元。其次，培育壮大

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十大千亿级绿色食品产

业全产业链建设，总产值达1.2万亿元，新建长

三角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100个、总数达466个。

在乡村建设方面，坚持县域规划建设“一盘

棋”，实施农村功能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农村基本

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

提质改造农村公路3000公里，实施皖北地区群

众喝上引调水工程、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完

成农村危房改造5000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便

利度，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完成

所有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加强村医队伍建设，

新增村级养老服务站1500个。

在乡村治理方面，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用好传统治

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稳妥有序推进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

宝。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大力弘扬改革创

新、敢为人先精神，农村各项改革纵深推进，取得

了显著成效。下一步，要继续把住主线、守牢底

线，尊重群众意愿，稳妥有序推进农村改革，为加

快建设农业强省增动力、添活力。

《实施意见》对此作出了具体部署。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

后再延长30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

点。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

强化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提高农村“三变”改革质

量，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展“三变”改革的

村占比提高到83%，集体经济强村占比提高到

18%，开展分红的村占比达21%。

深化“大托管”服务改革，推进服务社会化，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达3.8万个。推进组织企

业化、经营市场化，深入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升行动。推进土地规模化，土地流转率达

60%，300亩左右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占比达

40%。统筹推进其他各项农村改革，包括农业精

耕细作改革、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人口较大县城设置街

道改革试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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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世界桥梁界“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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