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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大交通项目争艳

电力保供备战“迎峰度夏”大考
近日， 山东烟草专卖局发布

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聘公
告”，其中涉及多条对应聘人员选
贤“避亲”的具体情形要求。

公告中提到， 应聘人员不得
应聘录用后即构成干部任职回避
情形的岗位， 也不得应聘与本人
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
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
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单位系统
的岗位。

列明回避制度本是常规操
作，但“多地烟草局要求直系三代
血亲不得应聘” 的话题却很快登
上热搜。

网友们之所以“感冒”，一方
面在于招聘季触及本就敏感的就
业话题， 垄断性国企又被公认为
收入和福利优厚的“上上签”，招
聘规则自带流量。

另一方面则在于像烟草局这
样的国企，体制内的好职位，社会
上一直伴有“裙带”关系杂音，类
似现象损害了就业公平， 还带来
了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风险。

多地烟草局在招聘公告中明
文规定能否真正回避“世袭”“裙
带”，相关岗位招聘能否做到真正
的公平，免不了被舆论关注。

事实上，除了烟草行业，政府
部门、国企、事业单位都有类似规
定，防止近亲繁殖、裙带关系，在
制度层面并不缺乏规制。

热热闹闹的招聘过后，总还
要看看实实在在地录用。最怕的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回避
制度上三令五申，暗箱操作防不
胜防。

三年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曾发文指出：每逢招聘季，用
人单位招考公告中的回避条款总
能引起社会关注。

文中直言不讳， 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近亲繁殖” 现象在
一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
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成为选
人用人领域一大顽疾。

考公千军万马， 但一些有关
系的人却能轻松“上岸”。一个单
位若对内部子弟敞开大门， 让一
些职工子女享受到了特权和优
待， 也就会显著降低外来人员进
入的机会。

这波操作意味着优胜劣汰的
用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而职工
间存在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企
业管理的科学化就很难推进，人
才的培养很难做到公平。

国有企业是国家的重要资
产，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企业的人
才结构，挫伤其竞争力。员工缺乏
竞争机制和合理流动， 企业不能
吐故纳新必定固步自封。

过往的案例中，“关系网”里
的国企很容易生成家族式或宗派
式的利益集团， 他们之间通过血
缘、亲情、人情等纽带相互勾结、
相互保护、相互输送利益。

保障劳动者公平就业的基
本权利， 警惕国企的“岗位世
袭” 和事业单位的“萝卜招聘”
不仅要有制度上的严格规定，
更要有执行层面的严格监督。把
热搜的关切点落实， 要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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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街观察

警惕国企世袭，不能止于热搜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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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站预计2025年投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以下简称“副中心站枢纽工程”）是推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 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5）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标
志性工程。

据了解， 副中心站枢纽一体化实施范围
约61公顷， 地下建筑规模约128万平方米，地
上规划建筑规模约139万平方米，呈现出“地
下枢纽地上城、上下高度融合”的总体格局。
副中心站枢纽工程按照“一体化规划、一体化
设计、一体化建设和一体化运营”原则推进实
施，于2019年11月30日开工，预计2024年12
月底完成结构施工，2025年投入使用，建成后
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目前， 副中心站枢纽工程正在全面高效
高质量建设中，2023年6月25日工程主站房核
心西区率先完成结构封顶， 开始转入设备安
装、二次结构、装修工程和“京帆”屋盖建设施
工； 其他区域按计划全面进入施工建设的攻
坚阶段。截至2023年7月5日，副中心站枢纽工
程完成全部工程土方量85%， 完成结构施工
65%；截至2023年7月7日，自开工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138.8亿元（其中建安投资约124.4
亿元），占项目可研批复投资估算318.18亿元
的43.62%。

北京商报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 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工程指挥部内放置着一
个沙盘，直观地呈现出了副中心站“地下枢纽
地上城、上下高度融合”的总体格局。值得注
意的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登科在回答北京商报
记者提问时表示， 沙盘上每个楼座的功能其
实都是定好的，其中包含了酒店、金融、商业、
公寓等多种功能板块。“这一栋最高的是办公
楼，规划的高度为260米。”张登科表示，“未来
我们也会比较严格地按照沙盘来建设， 因为
260米的高楼，地下柱子就得粗一点、长一点，
旁边的集中商业那一块地上只有5、6层，地下
桩基础就没那么强， 现在地下的地下室已经
按照地上的荷载布局都做完了。”

据张登科介绍， 地上结构未来就是沙盘
的样子，“外立面可能会变化，但楼座的位置、
高度和‘胖瘦’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此外，关
于这栋办公楼的基础结构进程， 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目前，办公楼所在位置的“坑”已经“基本上挖
完了”，且“挖坑跟基础建设是同步进行”。

地下东六环“缝合”城市空间

除了副中心站枢纽工程以外， 北京城市
副中心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工程———
北京东六环路改造工程。

据了解， 北京东六环路改造工程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打造缝合城市功能的创新发
展轴、有效织补城市空间、解决高速公路分
割城市问题”的标志性工程。工程南起京哈
高速立交， 北至潞苑北大街， 路线全长约
16公里，其中盾构段长约7.4公里，盾构隧道
直径15.4米，采用分离式双洞布置，每洞布置
3条车道，分为三层，上层为排烟通道、中间
层为行车通道、下层为疏散救援通道。最深
处位于地下75米，是北京市埋深最大的地下
隧道。

“整个隧道具有‘长、大、深’三个特点，即
盾构一次连续掘进最长距离达4770米， 是全
国大盾构连续掘进最长的隧道之一； 隧道设
计断面直径达15.4米，在国内城市公路盾构隧
道领域尚属最大；隧道最深埋深约75米，最高
水头达65米。同时还穿越京哈铁路、副中心枢
纽站、地铁6号线、通三铁路等风险源99处。”
据中交隧道局东六环项目负责人何剑光介
绍，超大直径、超长距离、超深埋深等敏感复
杂环境下， 对盾构机的可靠性及工程适应性
要求非常高。

难点之中，“基建狂魔”却做出了“亮点”。
据了解，首发集团联合中交隧道工程局、中交
天和结合项目工程环境、施工特点，量身打造
了大国重器———超大直径盾构机“运河号”。
其开挖直径16.07米，整机总长约145米，总重
量约4500吨。采用常压刀盘，选用中交天和独

有的大合金刀具和刀具分层布置技术， 有效
增加刀具的使用寿命； 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
光纤磨损检测技术应用于盾构刀具检测上，
实时监测刀具磨损量。

自2021年8月正式始发，“运河号”盾构机
一路高歌猛进、 过关斩将， 安全顺利完成始
发、过站、接收、穿越风险源等7.4公里隧道掘
进任务，历时23个月，掘进期间平均日进尺达
14-16米每天，最高日进尺24米，做到了盾构
掘进“始发零风险、隧道零渗漏、地面微扰动、
安全零事故”的国内领先水平。

此外， 中交隧道局东六环项目技术负责
人吕计瑞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本工程首次
在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内创新性应用同步双液
注浆技术，大幅提升隧道稳定性和防水质量，
填补了行业内的一项空白。 并且在此基础上
项目开创性研发及应用一套“制浆-储浆-注
浆”一体化集成系统，有效解决双液浆长距离
运输“质损、低效、高耗”难题，同时满足地面
不建拌合站的环保高标准要求， 实现节能环
保的理念，助力城市更新达“双碳”目标。如
今，随着“运河号”盾构机顶推到位，超大直径
盾构同步双液注浆工艺技术优势显著， 隧道
上浮控制由30毫米逐步保持在10毫米以内，
成型隧道位移稳定在15毫米以内，32.5万平
方米管片衬砌始终保持“不渗不漏”的一级防
水标准。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累计
完成约72%； 其中桥梁工程累计完成75%，路
基段完成75%，路面施工完成10%，盾构西线
实现贯通（100%）、盾构东线累计掘进7.2公里
（98%），明挖工程累计完成10%，附属工程累
计完成5%。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高温等极端天气下，“迎峰度夏” 一直是各
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入伏”后，保供电的大
考才真正开始。7月16日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
布高温黄色预警。高温带来用电需求的增长，就
在数日前，国家能源集团单日完成发电量40.9亿
千瓦时，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此外，华南、华东等
省区最高负荷屡创新高， 部分地区电力供需形
势仍需关注。 对电力的高需求为电力保供带来
挑战，今年的“迎峰度夏”有哪些新举措？

高温预警持续

7月16日6时，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预计7月16日白天，新疆大部、内蒙古西
部、甘肃西北部、北京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
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大部、江西中南部、浙
江中西部、四川盆地、贵州东南部、广西、广东中
西部和东北部等地有35-36℃高温天气， 其中，
内蒙古西部、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甘肃
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
分地区最高气温37-39℃，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
疆盆地、甘肃西北部局地可达40℃以上。

今年暑期，“高温”已是高频词。此前，国家
气候中心也曾预测，今年盛夏（7-8月），我国华
北、华中中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2℃， 还将出现阶段性高
温过程。

这为电力供应带来挑战。IPG中国首席经
济学家柏文喜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高温天气
会导致用电需求增加，特别是空调用电需求大
幅上升，对电力负荷造成较大压力。同时，还会
影响电力设备的正常运行， 可能导致设备过
热、线路负荷过大等问题，增加供电风险，甚至
可能导致火灾等安全事故，进一步影响电力供
应的稳定性。

目前， 高温的影响已经直接呈现在电力负
荷上。来自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今
年二季度，北京全市经济逐步回升，叠加近期气
温升高影响，北京电网负荷逐步增长，较去年同
期增长约30%。

从区域来看， 国网华北分部相关负责人也

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6月24日11时19分， 华北
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28154万千瓦，创今年入夏
以来负荷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5.3%。同时，据
南方电网消息，连日来，南方区域用电负荷持续
走高。7月10日，南方电网最高电力负荷达2.26亿
千瓦，创历史新高，比去年最高负荷增加300万
千瓦。

负荷屡创新高

今夏以来，各地用电量屡创新高。来自国家
能源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10日，国家能源集团
单日完成发电量40.9亿千瓦时， 刷新历史最高
纪录，较前一日增长2.1亿千瓦时，超历史峰值
0.4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表示，华南、华东等
省区最高负荷屡创新高， 部分地区电力供需形
势严峻。

在柏文喜看来，除了高温以外，今年经济逐
步回升， 工业生产和商业用电需求增加也是耗
电量增加的原因之一。种种因素叠加之下，今年
迎峰度夏或将面临难点。

“首先， 某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高温天
气，这会导致用电需求急剧增加，对电力供应提
出更高的要求。其次，由于一些电力设备可能存
在老化或维护问题， 某些地区的发电量可能会
减少，导致供电压力增大。”看懂App联合创始
人由曦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外，由于电力供
应的不均衡，可能需要进行跨区域调度和调配，
增加了调度管理的难度。柏文喜也指出，今年部
分地区可能存在发电量减少的情况， 可能由于
设备维护、燃料供应等原因导致。同时，新能源
发电的波动性增加， 可能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带来挑战。

对此，柏文喜认为，这需要各部门加强电力
调度和管理，确保供需平衡。提前做好电力设备
的检修和维护，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同时，加强
对新能源发电的消纳能力建设，提高利用率，加
强对用电高峰时段的监测和预测， 提前做好调
度准备。

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到华能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时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
点领域， 加大电力保供力度， 加强统一调度管
理，坚决杜绝拉闸限电。

多举措保供电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为杜绝拉闸限电情
况的发生，电力部门正多措并举全力保供。

事实上，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7月以来，
宁夏、江苏、浙江等5家子分公司日发电量已
连续多日突破2亿千瓦时，16家子分公司日
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有力保障了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有效支撑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

同时，有报道显示，为应对高温带来的电力
紧张，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
坝、 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应发尽发，本
月11日、12日连续两日调峰量打破历史纪录，最
高调峰量超3200万千瓦，有效缓解了华东、华中
等地区的用电紧张局面。

在这条绿色能源走廊上，6座巨型电站总装
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总计110台水电机组协
同运行， 实现一滴水发6次电， 年均发电量约
3000亿度，每年节约标准煤9000多万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约24000多万吨，有效缓解了我国华
中、华东地区及川滇粤等省份的用电紧张局面，
为“西电东送”提供强大支撑。

“总体上，今年迎峰度夏面临一些挑战，但
通过加强调度管理、提前做好准备，采取有效
的措施应对， 应该能够保证电力供应的稳定
性，实现顺利度夏。但仍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和供需情况，及时调整措施，确保电力保供。”
柏文喜表示。

由曦也指出，通过各地政府和电力部门的
努力，应该能够保障电力供应的稳定。各地会
加大发电能力建设， 优化电力调度和管理，同
时鼓励居民和企业合理使用电力，以降低用电
峰值。“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但相信
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应该能够顺利完成
‘迎峰度夏’。”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7月11日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及东六环入地项目进行采访。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

至2023年7月5日，副中心站枢纽工程完成全部工程土方量85%，完成结构施

工65%；东六环入地项目总体形象进度累计完成约72%；其中桥梁工程累计完

成75%，路基段完成75%，两大项目均在高效建设中。

副中心站枢纽一

体化实施范围约61公
顷， 地下建筑规模约

128万平方米，地上规

划建筑规模约139万
平方米，呈现出“地下
枢纽地上城、上下高度
融合”的总体格局。

副中心站枢纽工程于2019年11
月30日开工，预计2024年12月底完

成结构施工，2025年投入使用，建

成后将是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
通枢纽。

北京东六环路改造工程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缝合城
市功能的创新发展轴、 有效织
补城市空间、 解决高速公路分
割城市问题”的标志性工程。

工程南起京哈高速立
交，北至潞苑北大街，路线

全长约16公里， 其中盾构

段长7.4公里，采用分离式
双洞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