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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诸高速琴坞大桥柯诸高速琴坞大桥

作为一条典型的山区高速公路，柯诸高
速的桥隧比高达 72.5%。先不说全省最高
114 米漓渚互通高边坡和 3375 米特长隧道
朱家坞隧道，即便是16公里共线连续高架桥
的管线迁改都是一项巨大工程。“这么短时
间能保质保量建成，不可思议。”不少交通基
建专家发出感慨。

奇迹如何诞生？绍兴市委、市政府正
确领导、职能部门的担当作为缺一不可。
据了解，自启动建设以来，绍兴市交投集团
就联合市级行业管理部门、沿线地方党委
政府和各参建单位成立“一路联”党建联建
体，积极探索党建与工程建设深度融合创
新实践。

如项目征迁工作中，绍兴市交投集团通
过多次实地走访、调研，创新启用“省市衔

接+属地联动+上下并行”并联工作法，充分
发挥联动效应，齐心协力推进征地拆迁工
作，沿线 6 个镇街实施“挂图作战+分组竞
赛+督查考评”工作机制，仅用 6 个月就完成
交地工作。

磨刀不误砍柴工。建设之初，项目早
早编制了《柯诸高速建设管理规划大纲》，
从全寿命期集成、目标集成、组织集成以及
信息化管理 4 个维度，全面明确工作目标、
职责、标准、要求以及各阶段工作重难点，
并提出相应对策，确保管理全覆盖、目标全
面实现。

此外，还配套编制《柯诸高速科技创新
与创优夺杯实施方案》，通过系统化、针对性
的科技创新，克服了诸多建设难点。“在项目
设计阶段，我们就成功立项三个科研课题。”

绍兴市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项目已获得省级科研课题4个、国家级科
研课题1个。

考虑到全线需要制梁 1.3 万余片，柯诸
高速建起全省首个 13 条“智能蒸养+一次张
拉”智慧梁板自动生产线，运用物联网技术
等手段，让生产效率提升至传统工艺的 2.3
倍。此外，生产线还设置了无害化污水处理
系统，将处理的污水用于场内降尘、车辆冲
洗等。

相较传统 BIM（建筑信息模型），柯诸高
速项目采用的轻量化BIM更便于实时抓取、
实时生成、直观呈现施工过程中数据信息。
项目申报的《BIM 正向设计在柯诸高速公路
项目上的研发与应用》获得中国公路学会
2023 年度“天工杯”数字交通及智能建造技

术应用大赛工程组金奖以及“交通BIM工程
创新奖”一等奖，系全省唯一。

为保质保量完成工程，柯诸高速项目还
推行工序数字报验。混凝土拌合、预应力张
拉压浆、水泥搅拌桩等工序，均通过物联网
感知、人工录入等形式实现可追溯。同时，
监理同步确认数据真实并进行数字签章，相
关责任人一步一签，确保数据真实性、及时
性。

此外，通过合理设置土方调配，并推行
石方深加工利用，柯诸高速项目实现了 120
万方的碎石加工利用。600万方弃渣采用社
会公开拍卖、加工碎石和机制砂等方式，谋
求资源利用最大化。混凝土无害化循环处
理也实现了 2.4 万方沙、碎石的回收循环再
利用。

依托科技创新依托科技创新 建设品质工程

聚焦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柯诸高速
项目在设计阶段，就提出“建、管、养”一体化
理念，并多次与高速运营公司对接研讨，吸
取以往高速公路在运营管理、道路养护等方
面的经验教训，提前在设计阶段规避后续管
养痛难点。

“比如，隧道管理站从原店口互通调整
至管理更便捷的漓渚互通；将店口服务区设
计为开放式，衔接地方路网，更好服务周边
群众⋯⋯”绍兴市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如数
家珍。同时，项目还在开发智慧管养平台，
谋划让“建造—养护—运营”实现一套模型、
一套数据、一个平台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
理，并计划与高速交警成立联勤联动指挥

部，通过数智化手段实现交通状况全息感
知、事件秒级发现。

为进一步完善建设过程追溯手段，柯诸
高速积极推进电子档案试点建设，率先探索
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与质量、安全、计量、试验等业务模块打通，实
现电子文件与数据联结，将建设全生命周期
中产生的电子文件进行全量收集，最终形成
完整电子档案。今后，点点鼠标就能查阅，从
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每道工序都能追溯。

通过该举措，柯诸高速建设期预计缩减
档案重复工作量 80%、减少手工签名超 900
万个、节约工程项目档案归档用时近70%、节
约用纸234余万张、减少碳排放约4600千克。

凭借卓越的成效，柯诸高速“工程电子
档案单套制中可信结构化数据全过程管控
与档案资源管理机制一体化研究”成了2023
年度国家档案局科技计划项目，为全省高速
公路工程档案信息化建设领域唯一入选项
目。

在柯诸高速项目建设中，创新实施“党
建+项目”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党支部建在工
地上、建立“一路联”党建联建机制等举措激
发行业管理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参建各方
抱团优势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共同助推项
目建设；通过“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传帮带、

“星芒托举”岗位竞聘、“柯诸大讲堂”等产学
研活动提升青年员工能力，全方位锻造政治

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柯诸铁军。
双轮驱动下，“拓荒牛”柯诸特色党建

品牌不断凝聚，平均年龄 34 岁的柯诸高速
管理队伍迅速成长，相继诞生中高级职称
人才近 20 名、开展项目科研课题 50 余项，
在高质量完成柯诸高速项目建设的同时，
也为绍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注入了蓬
勃动力。

成绩终是过去时，奋斗才是主旋律。
2025 年，绍兴交投人将继续保持向上、向
前、向好的作风，全力冲刺柯诸高速建成通
车，为绍兴“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地、勇闯中
国式现代化市域实践新路子”贡献更多力
量。

善开拓勇担当善开拓勇担当 创造柯诸经验

（（本版图片由柯诸高速提供本版图片由柯诸高速提供））

数智建管系统

柯诸高速中村水库大桥

““杭州二绕杭州二绕””示意图示意图

杭州都市圈环线高速柯桥至诸暨段工程全线贯通杭州都市圈环线高速柯桥至诸暨段工程全线贯通

““杭州二绕杭州二绕””完成闭环完成闭环
金燕翔金燕翔 高美娜高美娜

12 月 16 日，历经 21 个月大干快上，列入国家高

速公路规划网的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杭州都市圈

环线高速柯桥至诸暨段工程（下文简称“柯诸高速”）全

线贯通。从空中俯瞰，这条全长约 39.3 公里的长龙，

起于杭绍台高速福全枢纽，终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可谓

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颇为壮观。

绍兴在连绵山脉中架设致富通途，不仅是为了串

联漓渚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店口千亿级金属加工

业、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诸暨珍珠产业园区等本土产

业，更是为了补齐“杭州二绕”，保障杭绍两地核心资源

的高效流通，进一步融入杭州都市圈。

意义重大，更得砥砺奋进。通过开拓创新，柯诸高

速项目相继成为省交通工程智慧建设试点、省交通运

输厅数字化改革“数字工程”基层试点、省档案局电子

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试点、省公路水运工程阳光

便捷工作试点，创造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福全枢纽福全枢纽

在柯桥与诸暨之间建设高速公路，绍兴乃至浙江已谋划
很久。

早在 2016 年，绍兴市就把建设柯诸高速列为重点推进
项目。作为连接绍兴主城区和诸暨的第二条高速公路，该项
目不仅可以缩短两地之间的出行时间，还能进一步优化绍兴
市的交通网络体系，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省层面，柯诸高速是“杭州二绕”最后一段缺环，它
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杭州都市圈高速路网，有效缓解杭州绕
城高速东线的交通拥堵，减轻 G60 杭金衢高速红垦枢纽至诸
暨段的交通压力。此外，诸暨往杭州钱塘新区、绍兴城区方
向的通行时间预计可节约20分钟以上。

不过，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174.8 亿
元的概算总投资是继杭绍台高速后，绍兴投资规模第二大的
交通项目。为了尽快推进这一项目，在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
的基础上，绍兴市一直积极寻求多方融资渠道。

今年8月，柯诸高速项目成功获批2024年第一期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 22.42 亿元，系全国首批国债中浙江省单体额
度最大、绍兴市唯一获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紧接着于 10 月
再次获批 2025 年提前批超长期特别国债 2.49 亿元。该国债
专项用于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方针中关于重大战略实施和重
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资金问题。

据介绍，在绍兴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发改、财
政、交通等部门的协助下，柯诸高速项目第一时间启动项目
申报，在两天内顺利完成线上填报入库、审核、报送等工作，
并通过各主管部门逐级筛选、审批、推送，最终成功获批。

此次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成功获批，是柯诸高速项目继
2022 年取得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 15.66 亿元后，再次
争取获得的国家级政策资金，有效解决了制约项目建设的资
本金缺口问题，为进一步拓宽长期资金筹措渠道、加快项目
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设资金不断注入，如何用好用实？柯诸高速项目又打
出资金监管“组合拳”：在工程施工招标阶段，就明确把资金
监管作为招标主要条款设置，专门制订《资金监管办法》。并
与参建单位、提供配套服务的银行签订资金监管协议，进一
步明确资金管理各项权利义务。

同时，项目还实行业主先审，银行再按照资金监管三方
协议予以支付，确保建设资金专款专用；在构建项目数智建
管系统时专设“阳光支付”模块，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实现
农民工工资足额精准安心支付；创新设置合同备案与资金支
付捆绑式管理条款。

凝聚多方力量凝聚多方力量 完善交通网络完善交通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