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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清河何时“牵手”京杭大运河
已召开相关专家评审会，如何穿黄是最大难题

文/片 于泊升

省内水运尚未成网
强强联合势在必行

说起京杭运河、小清河的穿黄及连
通，不得不提两者目前的航运状况。

京杭运河贯通中国南北，在地理上连
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
水系，实现了南北社会资源的大跨度调
配。京杭运河山东段全长643公里，约占总
长的三分之一，穿过德州、聊城、济宁、泰
安、枣庄5市。作为山东连接苏、浙、沪等发
达省市的重要通道，京杭运河山东段被誉
为“山东的莱茵河”。

这条“山东的莱茵河”并不是一直千
帆不绝，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断航。其中，
黄河以南段经多年整治，已实现全线通
航，但黄河以北段至今仍然断航。

至于小清河，时至今日，它已有近900
年历史，连通济南、滨州、淄博、东营、潍坊
五市，在潍坊寿光汇入渤海。小清河在历
史上也出现过断航，20世纪90年代，随着运
输方式变化及自然原因，小清河断航。

2019年，山东省启动小清河复航工程，
经过多年建设，小清河现已具备通航条
件，并开展多次航运。去年11月，小清河首
次实现“章丘—海南”河海直达超限件运
输；今年2月，装载方解石的集装箱船靠泊
高青港卸货，小清河航运开启了河海直达
定线运输创新模式；今年7月，由俄罗斯发
往广东虎门的成品纸在济南港集港，首次
实现公、铁、水多式联运。当前，小清河航
运不断扩大，正逐步成为一条新的“黄金
水道”。

“我国正推进‘公转水’，倡导多式联运，
山东水运网建设还有很多潜力。”在山东大

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齐
鲁交通学院副教授张汝华看来，山东目前水
运尚未成网，已经发挥效能的京杭运河、小
清河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小清河连通京
杭运河势在必行。“小清河与京杭运河连通
后，不再是一条‘断头河’，通过京杭运河牵
手长江，山东将形成‘长江—京杭运河—小
清河—渤海’的通江达海航运网。”

14年间多次论证
此番终迎实质进展

关于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通航，
山东从未停止过研究。

记者梳理发现，从2010年到2024年，
山东曾多次对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
通航展开论证。

2010年，山东省组织召开了京杭运河黄
河以北山东段复航和“穿黄”工程前期工作
座谈会，随后对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河
道现状、经济社会、水资源情况作初步调研。
2011年11月，山东将“推进黄河以北段复航
工程的研究”列为省内水运建设的主要任务
之一。2018年底，山东召开了京杭运河黄河
以北航段必要性研究报告会。

2019年，小清河复航工程开工，京杭运
河黄河以北山东段复航、小清河与京杭运河
连通两件事首次在公众面前同时提及。同
年，山东省交通设计集团受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委托，对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通航工
程运输需求等重点问题开展专项论证。这次
研究也是国内首次围绕京杭运河黄河以北
山东段通航开展的系统性深入研究。

2022年11月，为攻克京杭运河黄河以
北段复航遇到的重大技术难题，有关单位
再次对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通航及
与小清河连通航道交叉工程方案开展专
项研究。

2023年，《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2023—2035年）》发布，提到山东将规
划形成以京杭运河、小清河、新万福河为
骨干，其他支线为补充的“一纵两横、三干
多支”内河航道网总体布局。

2024年2月，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召开“新春第一会”，提到将做好小清河航
运市场培育工作，配合省交通运输厅开展
小清河与京杭运河连通工程研究。

14年间，山东对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
东段通航、小清河连通京杭运河的研究不
断深入，而此次《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
段通航及与小清河连通航道交叉工程方
案穿黄工程研究报告》进行专家评审，更
是让大众看到了实质性进展。

三种方式穿越黄河
平交方案可能性大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段复航、小清
河连通京杭运河为何研究多年，推进的难
点在哪？该如何解决？

“穿越黄河是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
段通航及与小清河连通的重点。”山东大
学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
齐鲁交通学院副教授张汝华告诉记者，黄
河山东段是地上悬河，水面高出地面，黄
河将京杭运河截断，北段通航需要过黄
河。此外，从目前的方案来看，小清河与京
杭运河连通也需要穿过黄河。

“就目前技术而言，穿越黄河并不是
无解。”张汝华介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有下穿、平交、上跨三种。三种方案中，下
穿黄河施工难度大；上跨黄河与公路上建
设立交桥类似，在黄河上“架槽”，船舶从
黄河上部拖过；平交是通过多层分级水闸
的方式逐级升降，让船只通过升船机器跨
越黄河。“从理论上讲。上跨与平交都可以

让河流过黄，工程技术上没问题，只是工
程量不同。”

此前，有关单位在开展京杭运河与小
清河连通工程研究时，还曾提出利用南水
北调东线二期规划位德线+胶东调水渠作
为连通航道线路的方案。

近日评审的《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山东
段通航及与小清河连通航道交叉工程方
案穿黄工程研究报告》中提到，针对平交、
上跨、下穿不同穿黄方式，有关单位分别
就东平湖北、济南遥墙机场北两个穿黄
点，开展了建设条件、工程选址、工程方
案、工程投资、工程实施、防洪影响等方面
研究；并采用数学模型试验的手段，重点
对穿黄工程平交方案水沙特性和减淤措
施开展研究，有力证明了平交穿黄方案在
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从该报告可以看出，多次论证后，京
杭运河通过平交穿过黄河的可能性较大。

两次穿黄、选址黄河北
规划航道全长200公里

除了穿黄方式有多种方案外，小清
河、京杭运河的连通路线也出现过不同方
案，即南线方案和北线方案。

南线方案是利用小清河济南段河道，从
济南港出发后，向西穿过济南城区，在黄河
南岸布置航道。北线方案则是避开济南城
区，从现在的济南港周边过黄河，在黄河以
北新建航道，到聊城后向南接入京杭运河。

去年发布的《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2023—2035年）》对南北线方案
有了大致选择。

根据《山东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
要（2023—2035年）》内河航道布局，小清河
与京杭运河间规划了一条连接通道，路线
西起京杭运河经过的聊城市阳谷县阿城
镇，东至小清河济南港，全长约200公里，
规划为二级航道。

规划图显示，小清河与京杭运河的连接
航道位于黄河以北，线路两次穿越黄河，航
道从济南港向西北方向穿跨黄河，在济南起
步区境内穿过，向西到达德州市齐河县，再
向南经聊城市茌平区、东阿县等地区后，到
达阳谷县阿城镇。阿城镇位于京杭运河黄河
以北段，该段航道目前暂未通航。从规划中
可以看出，小清河连通京杭运河后，京杭运
河黄河北段或可部分通航。该路线基本为此
前讨论的北线方案。

“穿黄方式及连通路线确定后，两者
连通的可能性变大。航道的建设成本低于
公路，而且还有多重效益。”张汝华表示，
与铁路、公路相比，水运带来的不仅是交
通上的价值，它还能推动生态环境改善，
拉动现代水网建设，具有生态保护与水利
发展的双重意义。

近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组织召开《京杭运河黄河以北
山东段通航及与小清河连通航
道交叉工程方案穿黄工程研究
报告》专家评审会，消息一出，
引发广泛关注。当前，小清河已
具备航运条件，京杭运河黄河
以北山东段通航、小清河与京
杭运河连通何时落地？小清河
与京杭运河的连通，对区域经
济的发展将带来哪些效益？ 小小清清河河为为沿沿线线城城市市带带来来的的经经济济效效益益正正慢慢慢慢显显现现。。（（资资料料片片））

记者 时培磊 济南报道

近日，国家网信办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上线情况进行了通报，由大众报业集团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自主研发的“壹点天玑”传
媒大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审查，准许上
线提供服务。此前，“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
算法已获国家网信办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
法备案，成为山东首个获得国家网信办“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和“境内深度合成
服务算法备案”双备案的传媒大模型。

“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以主流价值观

为引领，通过海量的新闻行业大数据训练，
加私域小数据微调，具有跨模态内容理解、
多模态内容生成、私域数据解析、多轮人机
对话等功能。“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采用私
有化部署方式，数据安全可控，可高效便捷
地帮助用户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既可以提
供生成热点选题、采访提纲、视频脚本、新闻
稿件等常规智能创作功能，也可以对稿件进
行润色优化、标题拟写、摘要提取、智能配
图、智能校审等辅助操作。结合用户需求场
景，“壹点天玑”大模型还能够驾驭本地媒资
库，实现对媒体私域数据的智能化管理。

2023年9月上线以来，“壹点天玑”传媒大模
型先后荣获2023年全国媒体融合技术应用
创新案例、2023年中国经济媒体应用创新典
型案例、第八批山东省首版次高端软件产品
等荣誉资质。

“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是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深度融合转型的创新性成果之
一。近年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在推进媒
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发挥技术
的引领驱动作用，以山东省新型智慧媒体
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先后推出“壹点天元”
元宇宙活动平台、“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

“壹点天眼”多模态内容风控平台、“壹点天
成”媒体全类型数字人平台四款拳头产品。

目前齐鲁壹点已申请国家专利37项，获
得软件著作权91项，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省新型智慧媒体重点实验室、省数字文
化创新实验室、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建设企业试点、省虚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
中心、省数据开放创新应用实验室、国家新
闻出版署深度融合创新案例、省“一企一技
术”研发中心、省“专精特新”企业、省瞪羚企
业、省企业创新技术项目等二十余项省级以
上荣誉或资质。

山东首个双备案传媒大模型诞生
“壹点天玑”传媒大模型通过备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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