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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5日讯 长沙将
再添过江通道!今天上午，湘
江首座按Ⅰ级航道标准设计
的桥梁香炉洲大桥举行开工
动员活动。 项目总投资约
27.1亿， 主线长约3.24公里，
双向六车道， 设计车速60公
里/小时，计划于2023年底建
成通车， 届时将连通望城区
分隔湘江两岸的丁字湾街道
和大泽湖街道。

记者了解到， 望城是长
沙市唯一横跨湘江两岸的城
区， 拥有长达35公里的滨江
资源， 长沙市规划建设的26
座湘江过江通道中， 望城区
境内规划8座，已建成4座，从
南向北依次为三汊矶大桥、
三环线、 航电枢纽大桥及京
珠复线大桥。 香炉洲大桥项
目为望城区第5座过江通道，
南距三汊矶大桥9.3公里，北
距湘江航电枢纽8.4公里，东
西连通望城区丁字湾街道、
大泽湖街道。

香炉洲大桥立项以来，
快马加鞭推进各项工作，10
个月即完成征拆和前期，对

比同类工程建设速度遥遥领
先， 刷新项目建设“望城速
度”。 项目计划于2023年底建
成通车，将进一步推动望城区
形成“一江两岸比翼齐飞、河
东河西联动协调”城市发展格
局，促进长沙市经济社会全面
实现“提速、提质、提效、提级、
提劲。”

香炉洲大桥项目总投资约
27.1亿， 建设单位为望城区城
投集团全资子公司长沙市望城
区沿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
目为城市主干路， 主线长约
3.24公里，匝道长约3.85公里，双
向六车道， 设计车速60公里/小
时，标准横断面宽34.5米，断面
构成为单向人行道宽2米，单向
非机动车道宽2.5米，单向机动
车道宽11.5米。 项目是湘江首
座按Ⅰ级航道标准设计的桥
梁， 是湘江跨度最大的独塔斜
拉桥，202米塔高为长沙跨江大
桥最高高度。其中，西汊航道主
桥主跨300米，东汊航道主桥采
用主跨2×165米连续刚构桥梁
设计。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湘水碧透，罗霄苍翠。
冬日的株洲， 依然灵动而
美丽。

阔别昔日“天上灰蒙
蒙，地下满地尘”的城市记
忆，1月11日-12日， 三湘
都市报记者在株洲体验到
了别样的风景。脱下“黑外
套”，穿上“生态装 ”的株
洲，灰天、黑地、污水渐行
渐远，蓝天、绿地、清水悄
然归来，并朝着绿色、生态
积极转型。（扫报眉二维码
看视频）

1月12日，在株洲市渌
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在阳光
的照耀下，清澈翠绿的渌江
像一条绶带漂入湘江。江边
的游步道上， 居民悠闲自
在，跑步、散心、闲聊，尽享
闲暇时光。绿道尽头，伏波
岭上传来阵阵歌声，声音嘹
亮，独具风韵。循声寻去，原
是岭上的伏波庙内，一群娭
毑正唱得热闹。

73岁的钟奶奶告诉记
者，她们都是渌口老街的居
民，临江住了35年，去年亲
眼看到这里发生了巨变，自
己的生活品质有了大幅提
升。“江水变清了，江岸变美
了，臭味不见了，老百姓的
生活也变好了。别看我们老
姐妹都70多岁了，但我们现
在天天到江边唱歌锻炼，感
觉棒极了！”

记者获悉， 钟奶奶所
在的渌口区别称“渌湘”，
以地处渌水汇注湘江水口
得名， 渌口老街位于渌江
入河口沿岸，街道狭窄，建
筑年代久远， 管网设施不
健全。2019年，渌口区投资
150万元在渌水二桥北岸
建设一座生活污水处理
站，但收集范围有限，仍不
能完全解决生活污水直排

渌江的问题，水质不稳定，时
而三类， 时而二类。 为此，
2020年以来， 渌口区投资
500余万元启动老街截污工
程，敷设1100多米污水管道，
切实做到了老街500余户居
民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同时， 当地政府积极发
动老街群众， 腾出沿江自留
菜地，完成河岸整治，垃圾清
理，并建设步行道，栽种了绿
化树种， 实现保护与美化的
结合， 这里也就成了周边居
民的好去处。

数据显示， 通过对河流水
体一条一条地清， 株洲圆满完
成了第一、 第二个湘江保护和
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并实施了
第三个行动计划。 湘江株洲段
水质由III类提升到II类， 今年
1-9月渌江水质由III类提升到
II类，湘江株洲段、洣水水质持
续保持或优于国家Ⅱ类标准，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一幅“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美
丽画卷正在湘江株洲段呈现。

与此同时， 清水塘首个
在完成污染土壤修复治理后
再开发建设的项目———清水
湖公园也于2018年动工建
设，目前已经开始蓄水，景观
湖泊、游人步行廊道、园林绿
化等已初步规模。

据悉， 清水湖公园总投
资约10.2亿元， 通过将湿地
建设与海绵城市等理念进行
有机融合， 实现环境修补和
生态功能修复。

抬头蓝天白云， 低头绿
意盎然。 经过一番刻骨铭心
的“伤筋动骨”，清水塘老工
业区已然“脱胎换骨”，正在
加速蜕变成一座生态文化科
技新城。一张地绿、土肥的生
态画卷正徐徐铺展开来。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彭丛梅

本报1月15日讯 以前企业乱排
乱放难以及时发现， 现在却可以利用
“电力大数据+环保监管”平台实时监
控。今日，株洲市举行“电力大数据+
环境监管”改革创新成果汇报，同时，
“电力大数据＋环境监管” 平台4.0版
正式上线运行。

“大数据”让偷排漏排无所遁形

“点开这家企业的数据可以看到，
生产设备的用电量大， 但环保设备的
用电量非常小，这属于异常现象，智慧
株洲平台会将这一异常发送至环保移
动执法平台……”今日上午，工作人员
在现场为大家演示“电力大数据+环
境监管”平台，电脑屏幕上汇集了株洲
317家重点企业的数据。

株洲国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正湘介绍说， 他们
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以智慧株洲平台为核心， 对接省电力
大数据平台、市环保设施监控平台、市
生态环境移动执法平台、 市长热线等
督办平台，形成国内最先进的4.0版本
技术方案。“平台是24小时监控，可实
时预警，一旦出现情况，第一时间我们
执法人员的终端上面就会收到相关的
信息，要求24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把这
个任务现场处置完。”

“这套系统相当于给我们装了‘天
眼’。”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事
务中心数字环保服务科科长贺磊介绍
说， 以往执法人员只能靠人力现场核
查及群众举报投诉开展监管， 巡查全
市企业一圈，需要花费近一年时间。现
在这些企业排污、治污情况一清二楚，
省了人力，提高了执法准确度。

目前， 株洲在317家重点企业的
污染治理设施上， 安装337套智能监
控设备， 基本实现重点污染企业智能
监控全覆盖。

平台投入使用后
环保投诉件数减半

据介绍，2016年12月， 株洲把构
建“电力大数据+环境监管”作为环境
监管领域的一项微改革，组织株洲市
生态环境局、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和株
洲市国投集团等单位，研究论证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
信息技术，创新环境监管机制。该项
目被评为湖南省基层改革十大复制
推广案例。

平台自2017年投入使用以来，违
法生产、偷排等现象逐年大幅度下降：
前后累计发现、 查处900余家未领排
污许可证的未批先建生产企业；2020
年环保投诉件数较2016年相比减半。
除株洲外， 已有长沙的353家企业使
用了1157套监测设备。

电力数据“云端查”，治污设备“线
上盯”，环境执法“及时管”———这是株
洲市委改革办副主任张旭对“电力大
数据+环境监管”模式的概括。张旭介
绍，未来将进一步打通数据壁垒，在返
贫预警、税务征管、企业征信等方面，
再推出一批切实管用的电力数据应用
场景， 努力以科技智能手段大幅提升
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沈徽

电力数据“云端查”，治污设备“线上盯”，环境执法“及时管”，株洲一项微改革解决大问题

环保“天眼”4.0版来了，乱排放行不通

香炉洲大桥开工建设
长沙将再添过江通道
项目为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
计划于2023年底建成通车

脱下“黑外套”，穿上“生态装”
株洲圆满完成湘江保护和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连线

香炉洲大桥采用“湘江之钻”方案，该方案以星光闪耀的钻石为
原型，取其钻石光芒的渐变、层次、放射、扩散的细节美感，利用艺术
的曲线与湖面相互重叠交织，仿佛湘江之水缓缓升起，凝结望城区的
智慧与未来化为钻石，跃然于江面，闪耀灵动，桥塔造型圆润饱满、稳
重，形态优美。图为设计效果图。

1月12日，在湖南省株洲市渌江的游步道上，居民悠闲自在，尽享
闲暇时光。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