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经济发展，交通先

行。近年来，滨州市交
通运输局牢牢把握“富
强滨州 交通先行”工作
定位，抢抓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
区和山东省建设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
大国家战略机遇，加快
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
让滨州的区位优势加速
转化为交通优势、发展
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
和民生福祉改善“铺路
架桥”，在滨州大地持续
谱写壮丽诗篇。

即日起，本报推出
“2022 年滨州交通工作
巡礼”系列报道，总结这
一年我市交通发展成
就，为奋力建设更高水
平富强滨州鼓舞斗志、
凝聚力量。

20222022年滨州交通工作巡年滨州交通工作巡礼礼（（一一）·）·基础设基础设施施篇篇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夯基固本快速发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田胜 通讯员 梁本良

“现在，从沾化城区到滨城区全程高速，半小时就可到家。”市
民刘先生在沾化区工作，但家人都住在滨城区梁才街道。多年
来，他在沾化区与滨城区之间不断往返，来回需1个多小时的时
间。沾临高速通车后，刘先生行程时间大幅缩短，让他欣喜不已，

“这个幸福来得太实在了!”
百业兴旺，交通先行。近年来，滨州市交通运输局抢抓发展

机遇，坚持项目引领，加快交通重点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全年
预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2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省级交通
运输项目补助资金10.13亿元，交通运输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动力强劲。

铁路建设迅猛发展。滨州市交通运输局聚力打造“轨道上的
滨州”，全力以赴推进高铁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高铁项目实
现“两开”目标，津潍高铁、济滨高铁先期工程开工建设，进入全面
施工新阶段，滨州阔步迈入“高铁时代”。铁路专用线建设完成

“两通”目标，北海货运铁路专用线、邹平货运铁路专用线先后建
成通车，滨州的铁路发展动力满满；服务地方经济更加有力，推进
邹平铁路物流园等重点物流园区建设，邹平物流园与山东港口青
岛港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山东港口（邹平）内陆港正式揭牌，铁路
拉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日趋明显。

公路路网持续升级。秦滨高速全线贯通，济高高速、沾临高
速先后建成通车，滨州形成东接沾临高速、西通长深高速、北联东
吕高速，南达高广高速的“高速环城”发展格局，全面构筑起“四横
两纵”高速公路网。高商高速先期工程开工建设，正在开展桥梁
工程施工，预计完成投资7亿元。庆云至章丘高速、沾临至滨台
高速桓台联络线前期工作扎实推进。国省道干线公路建设有序
推进。G340沾化绕城段建成通车；G228丹东线滨州段项目实施
方案完成调整，争取中央补助资金4.95亿元，已完成投资3亿元。

港航发展成效显著。深入实施“四港联动”战略，5万吨级航
道及防波挡砂堤工程完成勘察测量，初步设计
已获得省厅批复。3万吨级航道完成维护性疏

浚，总疏浚量580万方。海港港区8#9#泊
位完成投资 1.55 亿元，完成交工验

收。小清河复航工程航道主体
工程完工，博兴港以下段年底前

将达到试通航条件。博兴
港区湖滨作业区一期工

程码头、房建主体
工程基本完工，完

成投资2.5亿元。

邹平货运铁路专用线开通运营邹平货运铁路专用线开通运营。。 港口建设高质量推进港口建设高质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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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印发方案，部署开展
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哪些
人应该打“第四针”疫苗？“第四
针”打什么疫苗？围绕社会热
点关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专家作出解答。

1.问：哪些人应该
进行第二剂次加强接
种？

答：现阶段老年人等高风
险人群持续面临被感染的风
险，疫苗接种是疫情防控的重
要措施和手段。

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疫
苗研发以及紧急使用的批准情
况，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
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
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
在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满6个月后，可进行第二剂次加
强免疫接种。

2.问：现在进行加
强免疫接种有什么用？

答：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之
后产生保护作用主要包括：产
生抗体、产生细胞免疫、产生免
疫记忆等。

接种疫苗之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抗体水平会下降。此
外，随着病毒变异，免疫逃逸也
在增强，使得抗体的作用在削
弱。不过，细胞免疫在预防重
症和死亡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
持久。

研究表明，接种加强针可
以唤起机体的免疫记忆细胞，
也会提升抗体水平，进一步巩
固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作用。
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没有完成
加强免疫的人应尽快按照免疫
程序的规定完成加强免疫，以
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3.问：第二剂次加
强接种可以接种哪些

疫苗？
答：目前所有批准附条件

上市的或紧急使用的13种疫
苗都可用于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优先推荐序贯加强免疫，
或采用含奥密克戎毒株或对奥
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疫
的疫苗。

序贯加强免疫，是指采用
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异源
加强免疫。前期如果接种了三
剂次灭活疫苗，在第二剂次加
强免疫时，可以选择重组蛋白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或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中的任一种，这
也是国家列举推荐的接种组
合。

4.问：疫苗接种的
安全性如何？

答：中国疾控中心对我国已
经开展接种的超过34亿剂次、
超过13亿人的不良反应监测发
现，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与常年接种的其他一
些疫苗相当，而且老年人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还略低于年轻人。

对于老年人来说，《加强老年
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明确了4种接种禁忌。糖尿病、高
血压等慢性疾病如果处于稳定
期，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问：“阳”过还能
进行第二剂次加强接
种吗？

答：按照目前的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技术指南规定，如果
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时
间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间应
间隔6个月以上。

目前来看，单纯感染产生
的免疫保护力，不如感染加上
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
护作用强。如果符合接种疫苗
的时间间隔，建议进行第二剂
次加强免疫接种。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防疫热点问答

哪些人应该打
“第四针”疫苗？如何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解答防
疫热点问题

公路路网持续升级公路路网持续升级。。

大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聚发展、企业组团“出海”抢
订单……记者近日在山东大项目建设
现场、物流场站、工厂车间采访发现，
稳投资扩内需的系列措施正加紧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推进，很多企业在疫
情防控措施优化后抢抓发展新机，经济
展现出稳中向好、进中提质态势。

牵住重大项目“牛鼻
子”，扩内需稳增长

虽是寒冬时节，但山东的大项目
建设现场却是热火朝天。在济南城建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济南轨道交通6
号线土建11工区施工现场，车站主体
刚刚封顶，“奋进二号”盾构机正在全
速推进，渣土外运、管片拼装等工序有
条不紊。

“我们对所有施工人员点对点专
车接送，保证闭环管理，全力抢工期、
保进度。”该工区项目书记季斌说。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投资的“牛鼻
子”。据山东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山东对大项目逐个对接、每日调
度。前11个月，680个省重大项目完
成投资5471.4亿元，其中538个实施
类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超年度计
划24.6个百分点。

继续实施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政
策，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6条措
施、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
性交易成本77条措施……今年下半

年特别是四季度，山东出台一系列扩
内需、稳就业、保市场主体措施，经济
实现平稳增长。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部分
经济先行指标明显向好。在山东省最
大铁路货运枢纽济西站，近期接连刷出
建站40年来进出货车数（办理辆数）的
新高；在“物流之都”临沂市，浙通物流公
司负责人王郡良指着排队待发的货物
说：“上半年平均每天发货约50吨，进入
12月平均每天发货约110吨。”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转
出发展新气象

2018年初，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建设。今年
8月，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又明确支持山东着力探索转型发
展之路。

近日，东岳集团有限公司聚偏氟
乙烯（PVDF）全产业链项目投产，标
志着公司总投资148亿元的系列重大
链条式项目取得又一新进展。“锂电级
PVDF是新能源领域的核心材料之
一，半导体、光伏也都离不开这一材
料。”东岳集团下属山东华夏神舟新材
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王汉
利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企业新技
术突破不断涌现，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也是山东新动能崛起的一大特点。在

威海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惠
普、捷普、联想等世界500强企业与百
余家供应商企业汇聚于此，组成了打
印设备及智能服务终端产业链。

“每一年的发展都有质的飞跃，预
计今年的产值将会达到2019年的5倍
以上。”捷普电子（威海）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俊对当前的发展形势充满信心。

据山东省工信厅厅长张海波介
绍，近年来山东集中打造11条世界级
产业链、200家以上产业生态主导型

“链主”企业，集中培育壮大7个国家
级、50个以上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布局建设空天信息、磁悬浮、元宇
宙等未来产业示范园区，培育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一批千亿级、万亿
级增长引擎。

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山东
新技术、新产业等“四新”经济投资同
比增长14.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长35.7％。

“出海”抢订单，稳好外
贸基本盘

12月中旬以来，山东省级和各地
商务部门组织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外贸
企业赴日韩、东南亚、欧盟开展商务洽
谈活动。“与客户面对面交流机会难
得，十分及时，近期的订单成交额已超
千万美元。”迪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谢凯告诉记者。

抢外贸订单同时，山东继续开拓

外贸通道。12月18日，中欧班列（齐
鲁号）上合示范区至斯洛文尼亚科佩
尔首班班列在青岛开行，这标志着中
欧班列（齐鲁号）南通道“跨黑海、里
海”线路正式开通运行。至此，上合示
范区的国际班列线路已扩展到19条。

进一步扩大开放，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是推动外资外贸增长更为基础的
动力。今年以来，山东抢抓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机遇、加
快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
外资外贸企业创造更多政策红利。

青岛懿德汇智国际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去年受疫情影响，办理了“休眠”
备案，“休眠”期间享受到免费托管和
个性化唤醒服务，该公司于不久前顺
利回归市场。

“我们实施‘休眠’企业免费托管
服务，打破‘一刀切’注销退市的做法，
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成本，助其蓄势再
营。”青岛自贸片区管委副主任隋斌
说，仅今年青岛自贸片区就围绕市场
主体、产业发展需求，形成38项高质
量制度创新成果。

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推动山
东外贸在多重不利因素下依然交出了
优异成绩单。据青岛海关数据，今年前
11个月，山东外贸进出口达3万亿元人
民币，总量超去年全年，同比增长
13.5％，继续保持高位。（新华社济南12
月24日电记者袁军宝、王阳、孙晓辉）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22年中国
十佳运动员如下：

1、谷爱凌（女，19岁，自由式滑
雪）

谷爱凌获得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女子大跳台与U型场地技巧两枚金
牌，以及坡面障碍技巧银牌，成为首位
在一届冬奥会上拿到三枚奖牌的自由
式滑雪运动员。

2、高亭宇（男，25岁，速度滑冰）
高亭宇在北京冬奥会上打破速度

滑冰男子500米奥运会纪录并夺得金
牌，实现了中国男子速滑冬奥金牌

“零”的突破。
3、苏翊鸣（男，18岁，单板滑雪）
苏翊鸣获得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

男子大跳台金牌和坡面障碍技巧银

牌，成为中国首个单板滑雪冬奥冠军。
4、徐梦桃（女，32岁，自由式滑

雪）
北京冬奥会上，徐梦桃先携手贾

宗洋、齐广璞获得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混合团体银牌，随后又在女子空中
技巧项目中斩获金牌。这是中国女子
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金牌。

5、王嘉男（男，26岁，田径）
王嘉男在俄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

上为中国赢得史上首枚世锦赛男子跳
远金牌，并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赢得世
锦赛男子跳远冠军的亚洲选手。

6、隋文静／韩聪（隋文静，女，27
岁；韩聪，男，30岁，花样滑冰）

隋文静／韩聪获得北京冬奥会花
样滑冰双人滑金牌。这是继2010年

温哥华冬奥会申雪／赵宏博之后，中
国花样滑冰再登奥运之巅。

7、杨洪琼（女，33岁，残奥越野滑
雪）

杨洪琼在北京冬残奥会上包揽残
奥越野滑雪女子坐姿组短距离、中距
离、长距离3个项目金牌，是中国体育
代表团获得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
并担任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
代表团旗手。

8、郑钦文（女，20岁，网球）
郑钦文2022年首次征战法网正

赛，挺进16强，创造个人在大满贯赛
事中的最好成绩，并在温网和美网中
打入第三轮。在全面转战女子网球协
会（WTA）赛事后的首个赛季，郑钦文
世界排名上升超过100个位次，当选

WTA年度最佳新人。
9、张伟丽（女，32岁，终极格斗）
张伟丽 6月在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275比赛中KO（击倒）波兰选手
乔安娜·耶德尔泽西克，赢得女子草量
级冠军挑战权。在11月的UFC281
比赛中，张伟丽裸绞击败女子草量级
现任冠军卡拉·埃斯帕扎，重夺金腰
带。

10、陈芋汐／全红婵（陈芋汐，女，
17岁；全红婵，女，15岁，跳水）

在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和国际泳
联跳水世界杯中，陈芋汐、全红婵包揽
女子10米台冠、亚军，并联手获得女
子双人10米台冠军，完成了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三大赛的金牌“大满
贯”。（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抓项目，转动能，稳外贸
——山东稳增长促转型“蹄疾步稳”

新华社体育部评出2022年中国十佳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