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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打桩声、焊接声、轰鸣声接连不

断；在这里，塔吊林立、车辆穿梭、人声鼎沸；

在这里，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

项目拔地而起；在这里，近千人共吟劳动之

歌，共同奏响项目建设“交响曲”。

4月29日，国家电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

“十四五”重大能源保供项目推进启动会召

开，作为分会场之一的吉电股份大安风光制

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以下简称大安

项目）现场更是热火朝天。

“项目现场有来自多个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的近千名工人加紧施工，全力以赴推动

大安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力争项目早竣工、

早投产、早达效。”吉电股份工程部负责人徐

振军表示。

作为吉林省和国家电投“十四五”期间

重点项目之一，大安项目于2022年10月26

日与吉林省“氢动吉林”行动同步启动。截

至目前，项目新能源部分已完成40%，制氢

合成氨部分完成50%，施工进度符合预期。

“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

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当前，我们的绿氨

产品已经经过第三方认证机构评估，符合欧

盟法案要求，同时我们引领发布了国内绿氨

团标，与多家用户明确产品销售意向。”大安

吉电绿氢公司总经理乔梁介绍，项目的工艺

流程是由风能、光伏发电，产出绿电，以绿电

为动力电解水制绿氢，以绿氢和氮气为原料

合成绿氨，将液氨储存在球罐中，最后装车

销售。

记者了解到，大安项目通过多种技术

创新和管理创新，取得了六项技术国内第

一，其中“离网PEM加碱液混合制氢规模、

直流微电网规模、固态储氢规模化应用”三

项技术实现了国际领先，可再生能源电力

的就地转化应用和跨时空存储是国内首

创，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绿氢合成绿

氨创新示范项目。

“我们锚定‘8·30’工程中间交接和年

底前具备开车条件目标，持续推动厂区数

字化、智能化建设，与项目管理团队分工协

作，严格进行过程监督，做好图纸审查、材

料进场验收等工作，力争在年末产出‘首桶

绿氨’。”该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程部主任

宋玮说。

此外，该公司依托大安一期项目，压

茬推进大安二期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

化项目和大安风光制绿氢生物质耦合绿

色甲醇项目。“目前，大安二期项目总平面

图已完成评审，正在完善项目可研，并逐

步落实化工部分用地。”该公司规划与发

展部主任孙鹤说，“我们将充分利用各级

政府、合作伙伴的信任，高质量有序推进

二期项目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

千人共奏建设“交响曲”
本报记者 杨悦

长春市轨道交通目前在建

项目6个、在建里程93.9公里、

建设者万余名。“五一”假期不停

工，工程建设火力全开，勾勒出

长春市项目建设奋进向上的动

人场景。

5月 1日上午，记者在轨道

交通5号线湖西路站看到：地面

上，汽车吊在吊装材料；车站

内，工人在进行底板钢筋绑扎

施工。

湖西路站为 5 号线与远期

双阳线同向同站台换乘车站，5

号线左、右线叠落设置在车站西

侧，双阳线左、右线叠落设置在

车站东侧，加之周边遍布多个

居民小区、商圈、景点，因此，湖

西路站被设计成长春市轨道交

通建设以来首座“叠落式侧式

车站”。“叠落式侧式车站”即两

个车站都在同一侧的位置，而

且是上下叠落排列。由于该车

站地理位置特殊，为了把施工

对周边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降

到最低，他们在施工工艺、交通

导改和渣土清运等方面做足了

功夫。

在轨道交通 7 号线兴安路

站同样是一派繁忙的建设场

景。项目负责人霍成英介绍：

“兴安路站是我省首个内支撑

体系全预制装配式车站，目前

正在进行站内砌筑及附属结构

施工。”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站内砌筑施工。地面

附属围护桩已施工完成，2号出

入口基坑正在进行冠梁挡墙施

工，钢筋和模板工人正在进行

挡墙钢筋绑扎和挡墙模板拆除

作业。

兴安路站位于兴安路与东风大街交会处西侧，为地下二层

岛式车站。该站整体由727块“积木”拼接成型，最大“积木”长

度为11.3米，重达54.5吨，拼装总重达23989吨。

霍成英说：“预制装配式车站对构件预制、拼装精度要求极

高，项目参建人员创新思路，突破技术瓶颈，通过不断探索和实

践，成功地完成了我省首座内支撑体系全预制装配式车站的拼

装施工，为内支撑体系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

塔吊林立的工地、“铁龙”掘进的地下，遍布轨道交通万余

名建设者大干快上的身影。为让项目早日通车，长春轨道交通

项目在保证工程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实

干助力项目提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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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当大多数人沉浸在节日的休闲与团

聚中时，我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工地上，建设者们

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现场的各个角落。

松江河至长白县、长春都市圈西环、白山至

临江是我省今年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此时鏖战

正酣。

松长高速公路工程主线路全长114.33公里，

起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止于长白县。由中国

中铁六局松长项目部负责的05工区位于白山市

长白县的金华乡和十四道沟镇，全长约9.124公

里，包含桥梁、涵洞、路基、隧道、路面等施工内

容。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们的劳作声

交织成一曲特殊的交响乐。

负责钢筋加工的朱亮师傅施工经验丰富，是

工地上的老大哥。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双手上

的老茧是劳作的印记。“我家就是东北的，是这片

黑土地养育了我。有幸参与家乡的高速公路建

设，用自己的双手重塑脚下的黑土地，我感到无比

自豪。”

“从项目按下‘启动键’那一刻起，我们就立下

了如期完工的‘军令状’，我们肯定要大干快上，保

障施工生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项目经理阴易辙

介绍说。

来到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项目的施工现

场，看见工人们操作着各种机械设备，手法熟练而

精准。在01工区箱涵预制场，负责箱涵钢筋作业

的师傅们正忙碌着，大家铆足劲头抢工期。“目前，

临时便道工程施工已完成设计总量的26%。三个预制梁场建设已完成，桥涵桩基

已完成49根，全线首孔预制箱梁已在四工区顺利浇筑完成。”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

西环项目指挥部副指挥长马霖对于工期的进展十分满意。

白临高速项目全线同样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忙碌景象，拌合站、钢筋加工厂建

设已经进入了场地硬化阶段，路基土石方作业紧张有序，桥梁施工现场的旋挖桩

和冲击钻轰鸣声此起彼伏，隧道洞口的开挖设备正在不断挥舞着机械臂膀。“我

们现在累计进场施工人员达到386人、机械设备183台，‘五一’期间所有人员都

会坚守在施工现场，在保障进度的同时，为项目的质量、安全保驾护航。”白临项

目指挥长王威说。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施工，不仅三条新建高速公路项目在“五一”假期不停工，今

年通车的长春到太平川、长春到烟筒山和长春都市圈环线二期项目也在加班抢工

期，目前都已进入收官阶段，通车后，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突破5000公里，

达到50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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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走进通化市各重点项目建设

现场，建设者们变“假期”为“工期”，拉满项目

“进度条”。

5月1日上午8时，通化安睿特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重组人白蛋白产业园项目一片繁

忙，技术人员黄家钿早早来到车间，正在调试

ABB机器人。

“ABB机器人精度高、数据传输快，通过3D

相机识别物料位置，然后抓取放到输送带上，实

现操作流程智能化。”黄家钿边介绍边向记者演

示。

项目总监赵洪志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

30亿元，目前年产50吨的重组人白蛋白原料和

制剂生产基地一期车间已完成多个重要工程节

点，进入项目验证阶段，预计6月份试车。投产

达效后，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

逐“新”提“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

从设计工厂之初，就锚定在生物制造过程中做

到全连续生产。

“我们联合国内多家企业，创造出融合自动

化控制系统、制造管理系统、质量管理体系等世

界最先进设计理念的供应链系统，实现更高效

率、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更严管理。”通化安睿

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项炜介绍道。

全力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通化安宇生

物制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者们也加班加

点，奋战建设一线。

项目负责人王琦介绍说，该项目总投资20

亿元，一期工程达产后年可实现8亿—10亿剂

疫苗生产能力。

“确保假期建设不减速，节前我们就对施工

计划、人员组织等进行全面部署。目前主体建

设全部完成，人用新药项目进入精装修阶段；兽

用疫苗项目正在净化工程施工。”王琦说。

打造优质文旅项目，助推文旅产业发展，这

个假期，通化华润希望小镇项目用快干、实干奏

响节日“奋进曲”，200多名施工人员坚守岗位，

按下项目建设“加速键”。

在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抓紧米

兰花酒店外立面保温敷设和村民民居改造施

工。目前，米兰花酒店15栋单体建筑全部封

顶，62户民居改造完成38户。

“项目分为华润希望田园项目和华润米兰

花酒店项目，结合当地现有的文旅资源，打造冰

雪小镇、旅游小镇、低碳小镇，预计今年年底全

面竣工。”通化华润希望小镇项目负责人李海军

说。

在“忙碌劲儿”里感受项目建设的新动能，

通化的建设者们“五一”不停工，坚守岗位，用辛

勤和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项目“引擎”正轰鸣
——“五一”假期通化市重点项目建设一线走笔

本报记者 李铭

为抢抓施工“黄金期”，长春北湖未

来科学城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者正铆

足干劲、开足马力，绘就出一幅繁忙的

建设图景。

在这座极富未来感的科学城里，一

栋外表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球形建筑格

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位于长春新区长新

创谷的“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

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项目位于北

湖未来科学城核心区，总建筑面积约

2.25万平方米，高61.2米，共6层。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一幅幅规划设

计图纸张贴在室内的显眼位置，展示着

“金球”完工后的布局与功能。运料车

辆往来穿梭、井然有序，100多名工人铆

足干劲，抢时间、赶进度，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

“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全面装修装

饰施工冲刺阶段，计划今年6月末正式

开馆。”项目管理方工程部负责人滕博

宇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项

目涵盖科研、产业、人才、政策、金融

等多个方面。在功能布局上，项目一

层为企业发布直播、科技项目评审、

创业项目路演等设置多个功能性区

域。二层主要围绕建设高校院所矩

阵，重点引进院士人才驿站，实现院

士人才资源集聚、创新成果展示与互

通。三层落位高端装备、光电信息、

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将高校院所的

最新科研成果与企业的创新产品链

接，对接需求端与供给端，促进科研

院所与企业合作，以激发出更大的商

业潜能与社会价值。四层以上则以

“科创+”的理念与模式，依托吉林省

与长春市数字经济产业、影视文旅产

业的资源与成果，通过落地转化，实

现常态化商业运营。

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将打造面向

长春市、吉林省乃至全国的创新要素集

聚的新型科技综合体，成为全国首个

“新质生产力”落地转化的实体化空间

载体、长春科技创新地标。

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6月末开馆——

“大金球”冲刺
本报记者 徐雁秋

大安风光制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加紧建设，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松长高速公路项目05工区现场，工人
正在进行钢筋作业。

轨道交通5号线湖西路站建设人员繁忙有序，正在进行底板
钢筋绑扎施工。

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内部，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装修作业。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