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周年“7+3”融媒联盟山东行首站到济南

先先行行区区前前三三年年不不开开发发商商业业房房地地产产
8日,由齐鲁晚报等七家主流媒体和腾讯等三家头部互联网平

台公司联合成立的改革开放40周年“7+3”融媒联盟，启动成立以
来的首站媒体行活动。各大媒体记者先后探访了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济南高新区等，了解了济南动能转换、改革开放方面的
新举措、新亮点、新路径。

先行区住宅用地前三年不对外供应

8日上午，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先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先
行区建设情况。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先行区按照既定规划
推进，以产业发展为主导，进行
基础设施建设，3年内将不会考
虑商业房地产开发。

先行区总体规划已经专家
评审，完成社会公示，正在推进
报 批 程 序 。管 委 会 正 组 织
SWECO、麦肯锡、中规院等多家
知名设计单位，同步展开产业、
综合交通、生态空间、绿色市政
和基础设施五大类30多项专项
规划编制。目前，正加快中心区
总体城市设计、引爆区详细城市
设计及街区控规、崔寨片区总体
城市设计和产业启动区详细城

市设计及街区控规，以及黄河国
家湿地公园总体概念规划、示范
段城市设计等工作。

目前，“中国氢谷”、东旭产
业园区、山东地矿集团黄河新
动能产业基地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纳入省、市重大产业项目
库。法布劳格公司德国工业4 . 0
中国智能物流基地等十余个项
目已进入实质性洽谈。

先行区相关负责人还介
绍，先行区前三年的主要任务
是以产业为主导，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前三年土地不对外进
行招拍挂，住宅用地不对外供
应。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工作，将以项目为抓

手，通过加快规划编制、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建
设，加快产业项目落地。推动

“中国氢谷”等省市重点项目
落地，全面推进以涡扇发动机
研发适航为核心的中科院热物
理研究所济南分所、中民正阳
通用航空产业项目等推进涉及
航空动力、智慧物流、文化创
意、现代商贸、信息技术、新能
源六大产业方向的数十个重点
项目。在政策制定、载体搭建和
资金保障等方面，全力做好服
务跟进工作。年底前，签约不少
于1个计划总投资过100亿元、
3个计划总投资过10亿元的招
商引资项目，以及实际到账外
资不少于1亿美元。

济南穿黄隧道预计2021年竣工

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隧”
的济南穿黄隧道，是目前国内
在建的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
也是黄河上第一条公铁合建的
盾构隧道。在穿黄隧道始发井
项目施工现场，中铁十四局集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穿黄
隧道始发井的地连墙正在如期
推进，预计今年6月底前将全部
浇筑成型。

4月1日，由中铁十四局集
团施工的济南黄河隧道工程首
幅地下连续墙顺利浇筑完毕，
标志着该工程北岸盾构机始发
井主体结构正式开建。

地下连续墙简称地连墙，

是盾构始发井基坑开挖的支撑
和围护结构，为基坑开挖的第
一个步骤，其主要作用是截
水、防渗、承重、挡水等，由成
槽、钢筋笼吊装、混凝土浇筑
等步骤构成。北岸始发井共设
计77幅同等规模的地连墙，最
大埋深51 . 5米。济南黄河隧道
位于济南市中轴线济泺路泺
口浮桥下游约100米处，全长
3 . 7公里，其中盾构段下穿地
上悬河黄河，长2519米，设计
双管双层，管片外径15 . 2米，内
径13 . 9米。上部为双向6车道公
路，下部为轨道交通M2线。建成
后汽车、地铁将同步穿黄，消除

困扰黄河两岸融合发展的交通
瓶颈。

按照计划，穿黄隧道建设
工期约为45个月，预计在2021
年10月份竣工验收并通车。

另据了解，为推动济南携
河北跨，除了现有黄河上的10
座桥梁，将再建设三座大桥和
一条隧道，其中，“三桥”是齐鲁
大道北延跨黄河通道、凤凰路
北延跨黄河通道以及济南黄河
公路大桥扩建工程，“一隧”就
是黄河隧道工程。黄河隧道是

“三桥一隧”项目的先行工程，
也是700多万济南人民盼望已
久的民心工程。

济南有望成为“量子测霾”试点城市

在位于济南高新区的济南
量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周飞
博士介绍，用量子技术可以精确
测量高空PM2 . 5等，从而协助人
们进行雾霾治理，济南有望成为

“量子测霾”的试点城市。
据介绍，目前常规的PM2.5

测量方式，是使用气象气球或
发射强激光的方式，但两者都
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探空气球
需要升至距离地面几公里的地
方，气体流动性往往比较大，在
数据传输的同时，气球周围的
真实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变
化，“可能你得出的PM2.5数据，
已经是几十公里之外的情况
了。”而用激光测量的方式，需

要强光才能准确测量高空的风
场情况，容易对人眼造成伤害。

我国2016年成功造出的量
子雷达，通过真实大气环境下
测试，发现其探测灵敏度得到
极大提高。周飞介绍，借助量子
技术，能准确测量高层大气包
括PM2.5的状况，有了准确的一
手数据。“量子雷达可以精确定
位，分析雾霾的情况，这样就能
够进行‘精准治理’。”周飞表
示。

据了解，2010年，中科大
量子通信产业化团队被引入
济南，随后组建山东量子科学
技术研究院，8年时间里，其在
量子通信和产业化方面取得

巨大进展，而山东也借此成为
国内量子领域的重镇：济南已
建成覆盖整个济南市党政机
关的大规模量子通信专网，实
现了超过240个用户的基于量
子保密通信的数据传输、语音
服务和视频会议等应用功能。
同时济南还是国家级量子通
信骨干网络——— 京沪干线的
四大站点之一。

基于量子研发和产业化方
面的突出表现，今年山东发布
的“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
施规划”，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代表性领域，量子通信
测量计算也被列入其中，将得
到重点扶持。

头发丝等造出钻石，最大重达10克拉

在济南市高新区齐鲁软件
园，工作人员介绍了济南市高
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

在齐鲁软件园一楼的展示
大厅，济南中乌新材料研发的
人工大颗粒金刚石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力。这些展柜里的人工钻
石晶莹剔透、耀眼璀璨,与天然钻
石没什么两样。它们不光美轮美
奂，还和金刚石一样坚硬无比。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造钻石
是用头发丝等材料做成。

据介绍，这些钻石是在
1500多摄氏度高温和7万个大
气压下,通过一定的技术转化,
把头发中的碳元素石墨化后,长

成了金刚石。
金刚石晶体的生长技术是

多学科的技术集成，在济南高新
区孙村战略性产业基地的厂房里
有多台处于产业化实验阶段的大
颗粒金刚石生产设备,70吨的生
产设备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就
可以长出直径4毫米-10毫米的金
刚石,最快8天就生长一个批次。

目前，济南中乌新材料生产
的大颗粒金刚石最大单晶粒重达
10克拉。自2015年8月开始试生
产,截至目前累计生产金刚石单
晶15万克拉,产品主要用于工具、
CVD晶种和珠宝首饰行业。在珠
宝首饰行业,“生命钻石”的特殊

意义也让其具有了新的含义。
大颗粒金刚石有着广泛的

应用前景。金刚石是已知材料中
硬度最高的,理论上讲可以用来
加工任何材料,比如用金刚石做
成的车刀,加工的合金表面达到
镜面级别,目前的一些高精端装
备都是用金刚石加工而成的。

作为超硬材料、终极半导
体材料,它在工业加工、光学仪
器、半导体等领域有着重要应
用,且可以在航空航天、电力传
输、雷达、制导等领域发挥作
用。它的硬度、导热性、热稳定
性,在光学、半导体方面的应用
都可以做出很大的市场。

穿黄隧道始发井项目施工现场，地连墙预计6月底前将全部浇筑成型。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济南控制中心让媒体记者极为好奇。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在穿黄隧道始发井项目施工现场，中铁十四局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施工情况。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这是由头发丝做成的金刚石。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摄

本报记者 王建伟 刘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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