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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元旦过后，G241阳方口至朔州段项目
进入冬季施工阶段，各类运输车辆穿梭如
织，不同工种工人冒着严寒，忙而有序，一
派繁忙景象。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G241
阳方口至朔州至平鲁公路改扩建工程是
推动朔城区、平鲁区和忻州“西八县”区域
循环、打造晋北核心城市圈的一条内畅通
道。路线主线长 53.4km，设计时速 80km。
目前，整条路路面铺筑全部完成，工人们
正在全力攻坚南互通立交桥和梨园头收
费站两个尾声项目。两个项目结束后，该
路段基本实现通车运行条件。届时，朔城

区、平鲁区至忻州“西八县”的通行时间将
缩短三分之一左右，三地交流往来将会更
加密切。

去年以来，朔州市紧跟交通强国建设
山西试点步伐，积极争取投资和政策支
持，加快重点交通项目实施进度，着力构
建便捷高效立体交通网。该市成立工作
专班，围绕项目前期工作关键环节，明确
时间节点，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全面
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土地预审、建
设用地报批及要素保障创造有利条件。
强化督导调度，瞄准全年计划目标毫不松

懈，全力抢时间、拼速度、保质量，定期召
开协调调度会，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保障项目有序
开工建设，促进在建工程加快进度。截至
2022年12月底，朔州全年完成投资21.2亿
元。集大原高铁、朔山联络线、朔神高速、
G241阳方口至朔州段和G336朔州至平鲁
段公路改扩建工程、G336朔州市境内应县
罗庄至朔城区东榆林段改建工程等交通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

朔州市还坚持把“四好农村路”和“三
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有

力抓手，不断提升完善全市农村公路路网
结构。2022 年，“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
成 264 公里，自然村通硬化路 5 公里，建制
村通双车道 83 公里，乡镇通三级公路 88
公里，县乡公路改造 25 公里，资源路产业
路建设 7 公里，5 座危桥改造任务全部完
成。“四好农村路”完成里程 232 公里，占
目标任务的 116%。城乡地区血脉畅通，
通行条件日益改善，旅游功能日趋丰富，
一张现代化立体综合交通运输网正在朔
州加速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交
通支撑。 《山西日报》

朔州加速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近年来，朔州市公安局全力推进“雪亮
工程”建设，积极打造全域性立体防控体
系，逐步实现对全市重点部位高清化、智能
化视频监控全覆盖，形成了治安防控的“天
罗地网”，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在朔城区安泰街与顺义路的交叉路
口，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正在对“雪亮工
程”项目安装的摄像头进行每日的定期维
护工作。与普通摄像头相比，这里安装的
摄像头具有人脸扫描识别功能，信息化的
程度大大提高了。

我市作为全省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
联网应用试点城市之一，“雪亮工程”被纳入
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朔州市公安局整合全
市视频监控资源，整体推进各系统平台建
设，实现“雪亮工程”与智慧城市深度融合。

在朔州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中心，记
者了解到，这块97平方米的 LED电子显示
大屏，可以将建筑、行人、车辆等信息实时
地显示在一张电子地图上，鼠标轻轻一点，
辖区治安要素、社会警情动态就可以一览
无余，可以说这里是派出所的“智慧大脑”。

高清摄像头的强大功能让人震撼，高
新技术在各领域的充分运用，不仅实现了
警情可视化、现场可视化、处置可视化，还
为领导决策、城市管理、指挥调度等提供了
视频图像信息支撑。

朔州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技术维护辅警
谷云燕表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资源总数
据量就有36.58亿的数据，其中涉及的人脸
图库、人体图库、机动车图库、非机动车图库
这都上千万的数据，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平
台最大的优点就是数据量比较大。可以看
到咱们全市所有的“雪亮工程”的点位。

市公安局依托指挥中心、巡特警、交警
大队和各派出所勤务指挥室，运用视频监
控实战应用平台，根据辖区治安特点和发
案规律，科学划分视频巡逻区域、监看时
间，实行全天候、分时段视频巡逻勤务模
式，并与街面巡逻力量有效对接、形成互
补，做到快速化反应、可视化指挥、精准化
调度，打通了安全防范、社会治理和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

市民孟建雄表示，安装上这个摄像头，

对于社会治安也有保障，人身安全也有保
障，我上班有时候加班回来得迟，走这条路
也比较放心。

带给群众实实在在安全感的同时，“雪
亮工程”也成为打击犯罪的“杀手锏”。据
悉，近两年，全市刑事总发案数以及影响
群众安全感、满意率的多发性侵财类案件、
八类暴力案件呈逐年、全面下降趋势，始终
保持全市低位。打造了“全域覆盖、全网共
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全面应用”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铜墙铁壁”。

朔州市公安局情指中心主任张建国介
绍道，这个工程对于我们全市来说，第一个
是把农村全部行政村全部覆盖，大部分是
五到六个摄像头；第二把市区覆盖，像制高
点、铁路护、森林防火，整个系统是智能化
的设计和应用。下一步，今年我们准备在
原来系统继续维护好的情况下再增加点
位，全市初步定了一下，大约在 5000 到
6000 路，为我们美丽的朔州提供一个可靠
的保障。

(刘希军 赵媛)

朔州：“雪亮工程”照亮百姓平安路

1月23日，大年初二。
深冬的雁门关外，白雪皑皑，户外

气温已经低至零下20℃。记者来到国
家级重点项目集大原高铁恒山隧道施
工现场，这里却是一派繁忙景象。100
多名高铁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顶
着风寒，用汗水诠释着独特的“年味”。

在恒山隧道二工区2号斜井1600
米深处，只见 10 余名工人正火热地进
行仰拱焊接。不远处，渣土运输车辆
往来穿梭，旋转挖机、装载机等机械设
备轰鸣作业。今年 22 岁的四川籍工
作人员陈禹坤有 6 年的焊工经验，是
工区的技术骨干。为了项目建设保质
保量、如期推进，今年他选择和工友们
就地过年。

“仰拱是隧道的关键一环，它相
当于铁轨的地基。仰拱牢不牢，直接
关系这上面的枕木实不实、列车行驶
稳不稳。我留下来指导，确保钢结构
的焊接质量。”陈禹坤告诉记者，目前
整体质量可控，工人们严格按规程操
作，焊接饱满，满足焊接长度。

在 2 号斜井出口西南侧 600 米外
的另一个工地——二号拌合站，工人
们同样紧张忙碌。临近中午，罐车司
机安彪仍然在等着装料。常年在水泥
堆中工作，他的脸部、手部和衣服上蒙
上了一层薄薄的灰，显得比同龄人稍
大。随着拌合站机器轰鸣旋转，一股
灰色的水泥料瞬间流入了储罐，安彪
顾不上休息，就匆匆驾车驶往用料点。

“仰拱的模板焊接完，这边就得赶
快送料。”安彪告诉记者，整整一上午，
他已经发了 8 趟车。虽然累点，但一
想到集大原高铁通车后，朔州到老家
石家庄车程缩短 3 个小时，自己可以
带家人坐高铁看看闻名遐迩的应县木
塔、看看曾经拼搏过的地方，心里就充
满了喜悦。

据介绍，今年春节假期，恒山隧道
项目部二工区共有 129 名工作人员坚
守一线，他们来自 13 个省份，分布在
不同工种。工区 1、2、3 号斜井不停
工，工人们鼓足干劲、加班加点推进工
程进度，力争如期实现隧道全线贯通
目标。

“目前，恒山隧道正洞完成 5000
多米，还剩下 9700 米左右。”恒山隧道
施工项目部副经理丁友明介绍，整体
建设进展有序顺利。春节期间，公司
还会开展各类暖心活动，做好各项后
勤服务保障，让建设者们在施工现场
温暖过年。 《山西日报》

集大原高铁恒山隧道
施工战犹酣

朔城区的王荣花和丈夫卢林是非遗代
表性项目传承人，在他们手里，一根彩色的
手工绳，一个普通的葫芦，也能融入年的元
素，变成精巧别致的非遗作品，让非遗的魅

力在兔年新春里散发浓浓的新气息。
春节期间，在王荣花家里，到处摆满了

各种兔年绳艺编织作品，中国结、十二生
肖、生日锁等各式各样的绳艺编织作品也

为家里增添了不少红火吉祥的气氛。
为了能更加专注地创作手工艺作品，

王荣花和丈夫卢林在自己家“开辟”出一间
10多平米的工作室，夫妻俩在这一方小天
地里，精心创作每一个作品，他们把中国民
间美术、民俗、文化、历史融入创作，传统中
带有创新，让传统的手工艺作品更有了几
分灵动。

朔城区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卢林

说，这是最近刚完成的《清明上河图》，临摹

清代画家张泽端的原图所创作的，在一个

70cm长的葫芦上画的全图，经历了两年零

六个月，作品现在终于完成了。寓意是繁

荣富强，同时也祝咱们祖国繁荣富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着文化的血脉，

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

的智慧。王荣花从最初的单纯喜爱，到如

今的传承民间技艺，一步一个脚印走上了

传承之路，通过自己的技艺，让年味儿更有

文化味儿，也把吉祥中国年的祝福送给更

多的人。

绳编是作为朔州很老古的一个手艺，
朔城区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王荣花打算
在2023年把手艺传承下去，让朔州人都能
学会绳编。

(祁智民 张智宙)

非遗文化里的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