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们挥汗如雨奋战在施工一线

烟台城市快速路进入施工“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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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港城烟台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在户外待上几分钟便会汗流浃背。然而在快速路的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挥汗如雨，奋战在施工一线。昨日上午，记者走访了烟台市两处在建交通项
目的施工现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莫言）烟台东南，
玉水河畔，3.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蓝色药谷·生命岛生物医药产业集
聚区正在崛起。

7月6日，在位于蓝色药谷超
级工厂的丰金医美项目研发车间，
博士研发团队成员正讨论着产品
研发的难点。“丰金医美项目形成
了年产医美产品2000万支、化妆
品原料级透明质酸/聚谷氨酸50
吨、药用级透明质酸20吨以及功
能性护肤品2亿支的生产能力，致
力于打造一座名副其实的‘美丽工
厂’。”山东丰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希强介绍。

蓝色药谷·生命岛项目是烟台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写照。实施链长制两年来，我市生
物医药产业围绕生物医药产业“1+
3+X”产业园区总体部署，立足产
业现状，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项
目储备等方面全面发力，“建链成

群，打造生态”取得阶段性成果。
放眼当前生物医药赛道，烟台

生物医药作为新生力量，正全力加
速弯道超车，在国家新一轮振兴发
展的浪潮里澎湃着强劲动能。

今年，生物医药产业链确定重
点建设项目34个，22个项目开建，
总投资692.2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6.3亿元，储备在谈项目45个。
总投资40亿元的东海生命科学产
业园建设项目，拟围绕创新药、医
疗器械构建从研发中试到规模制
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产业集
群；总投资50亿元的荣昌生物新
药产业化项目，主要从事“泰它西
普”以及RC28、RC48等系列新药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产业化，预计
达产后年产值突破200亿元。

烟台打造全链条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马晓凤 张萌 摄影报道）7 月 11
日，芝罘区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
室联合塔山社区，在市城管局环卫
中心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开展“垃圾
分类齐点亮，烟台名片更响靓”活
动，指导居民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提升垃圾分类意识，进一步推动垃
圾分类知识普及，推进垃圾分类融
入社区精细化网格化管理。

上午9时许，塔山社区的居民
来到市环卫中心垃圾分类科普基
地进行参观。活动现场，讲解员
利用宣传版画、沙盘模型、智能机
器人、视频播放等设备，集知识
性、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为一
体的方式，讲解了垃圾的危害、垃
圾的历史、深入了解了生活垃圾
的产生、分类收集运输、分类资源
化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我对垃
圾分类挺好奇的，有时在家里听
父母聊起来，具体也不太懂，正好
现在放暑假，父母听说这次活动，
就建议我来现场听听，增长一下
见识，回头我也要给同学们讲下
垃圾分类知识。”在奇山中学上初
一的夏子卜同学自豪地向记者说
道。

为了检验成果，现场还组织居
民进行垃圾分类小游戏，居民们将
垃圾卡片分类投放至四色垃圾
桶。41岁的闫女士陪着孩子拿着
手中的卡片举棋不定，两人回忆着
讲解员刚才讲解的“故事”，分析
着卡片上的尿不湿到底是属于哪
一类。“经过讲解员一点拨，心里
顿时明了，讲解员教的口诀通俗
易懂，连没接触过垃圾分类的人
也能一下子明白分类标准。”闫女
士告诉记者，趁上午休息，带着孩
子也开开眼界，在这里第一次真
切感受到垃圾是如何处理的。

退休多年的刘阿姨在看到智
能问答机器人“小宝”能够回答居
民的提问时特别惊奇，立即凑到

“小宝”跟前问：“请问家里剩下的
瓜果皮核是什么垃圾？”“小宝”也
奶声奶气地回答：“厨余垃圾。”“每
天做饭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我特
别关心具体怎么分类，况且现在人
人都讲垃圾分类，这是新时尚，我
们也要跟上。”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也让居民
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认识到垃
圾与生活环境的重要关系，成为垃
圾分类的宣传者、践行者。

芝罘区开启“垃圾分类”科普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秦立华 于佳
禾 钟绵生）近日，山东省政府
正式批复《烟台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简称《规划》）。《规划》
明确保护“两带、两核、七片”的
整体历史文化格局，划定中心城
区约7.6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
保护范围，以及5片历史文化街
区和2片传统风貌区；对历史城
区内的建筑高度、保护要求、视

线通廊控制等进行优化调整，并
充分发掘近现代有价值保护要
素、工业遗产等，令城市文化内
涵和品质“再提升”。

此次《规划》，延续了2013
年省政府批复的历史城区保护
范围，北至海域历史城区范围
线，东至东炮台、解放路，南至毓
璜顶南街、建昌南街、环山路、二
马路，西至海港工人大道、海港
路、毓璜顶西路，总面积约7.6平

方公里。历史城区以烟台山、朝
阳街、奇山所城为中心，向西至
近代港口、大庙和毓璜顶，向东
到东炮台，是烟台市传统格局及
历史风貌特色、名城核心价值集
中体现的区域。同时，划定了5
片历史文化街区：烟台山-朝阳
街历史文化街区、奇山所城历史
文化街区、广仁路-十字街历史
文化街区、虹口路历史文化街
区、宫家岛历史文化街区。

烟台划定7.6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保护范围

离开山海路，记者又来到
了烟台市城市快速路红旗路
及德润路南段（港城西大街互
通立交-通林路）项目的施工
现场。中铁十局烟台快速路
PPP项目总工程师杜宇向记者
介绍，目前共有280余名施工
人员在现场作业，“现在上部
结构和下部结构在同时施工，
包括桩基、承台、墩身、盖梁、
钢连续梁、现浇梁、桥面系施
工等等，整体施工进度完成了

30%左右。”
应对酷暑天气，该项目同

样为施工人员准备了防暑物
资，并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应急
点，存放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这么热的天施工人员都挺不
容易的，做好全面的后勤保障，
让施工能安全、顺利地进行才
是最重要的。”

面对高温过后的降雨天
气，此处的施工进度是否会受
到影响？杜宇向记者介绍，要

根据降雨的实际情况来考量，
如果雨量较小的话部分施工作
业可以继续开展，雨量较大则
可能需要停工。此外，降雨期
间的应急预案也已提前准备
好，“像发电机、大功率的抽水
泵、防汛沙袋、铁锹等防汛物
资，在我们的现场应急物资仓
库内也都储备齐全。”杜宇说。

YMG全媒体记者 陈睿
旷 通讯员 徐维浩 实习生 魏
忠淏 摄影报道

昨日上午9时，记者来到
位于山海路南段的中交路建烟
台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400
余名施工人员正在忙碌着。

中交路建烟台快速路项目
副经理李智宽向记者介绍，目前
该项目的施工主要集中在“桥”
和“路”两方面的作业。“‘桥’主
要就是桥面附属、防护涂装、焊
接等工作，‘路’主要是路基和排
水系统等工作。”据悉，山海路南

段的中交路建烟台快速路项目
全长2.8公里，其中桥占据2公
里，剩余800米是桥面向地面延
伸的引道，两部分主体的施工正
在同步进行中。

虽然天气炎热，但7月、8
月恰恰是施工的“黄金期”。为
了保障施工人员的作业安全，
中交路建（烟台）城市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提前给施工人员发放
防暑物资，“防中暑、止泻等药

物我们已经集中发放了一次，
足够工人使用45天左右，后期
如果物资用完的话我们会再次
采购。”李智宽介绍，施工现场
还为工人们准备了绿豆汤、水、
西瓜等。

为了避开一天中最热的时
段，施工人员的作业时间也进行
了相应调整。“将早班时间提前，
午班时间错后，尽量给施工人员
留出更多休息时间。”李智宽说。

自从进入7月，城市快速
路项目的“有限空间作业”就受
到了高温天气的巨大“烤”验。

何为有限空间作业？站
在桥面下，李智宽一边指着上
方的桥梁结构，一边向记者
说：“这是钢箱梁，里面是空心
的，施工人员需要在里面进行
支架加固和后期的拆除动
作。”李智宽介绍，由于钢箱梁
内部空间十分受限，空气流动

较差，即使配备了鼓风机等通
风设备，里面的温度还是要比
外面热很多。“前两天我们已
经进行了钢箱梁内部的‘有限
空间作业’，再过一个月左右
还要继续进行。”

除了室外的高温，在桥面
上作业的焊接工人还要接受
近距离高光高热的炙烤。“每
年夏天都是最难熬的，今年
天气格外热，上来干活不到

20 分钟，衣服就被汗浸湿
了。”来自云南的冉仕金是现
场的焊工，记者看到他时，他
正戴着安全帽和厚重的面
罩，蹲在护栏边认真作业，取
下面罩时已是满头大汗。他
告诉记者，由于天气炎热，做
焊接的时候他都会穿短袖，
但溅起的焊花偶尔也会掉落
在胳膊上。“做焊工，没人敢
说自己没被烫伤过。”

聚焦聚焦20232023
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

发放防暑物资，调整施工作业时间

高温天气给施工带来不小的挑战

防雨防汛物资已提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