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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我国东北与华北地区的重要“纽带”——
京沈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辽宁段铺轨已进入冲
刺阶段，2018年底将具备通行条件。建成通车
后，辽宁省内各市将形成到北京的4小时经济圈，
这条“钢铁巨龙”将大幅提升进出关通道能力，满
足客货运输不断增长的需要。

辽宁段铺轨进入冲刺阶段
41岁的京沈高铁施工工人李辉，每天凌晨就

要来到施工现场，和其他工友们一起，为高铁轨道
板浇筑混凝土。工程有严格标准，白天气温高，影
响灌注效果，大家通常都是后半夜工作。

这是全长近700公里、连接关内和关外的一条
“铁路巨龙”施工现场的一个场景，李辉仅仅是数
以万计的京沈高铁建设者中的一员。

“白天也经常闲不下来，要帮助其他工种做工
作。”李辉告诉记者，如今京沈高铁辽宁段的施工
工地，从早到晚都是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他就在
端午节期间回了一趟家。

京沈客专辽宁公司现场指挥长王志朋说，京沈
高铁辽宁段自2014年7月份开工以来，总体建设
任务约完成9成。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
土建工程全部完成，铺轨已完成60%以上。工程
建设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正大规模开展轨道
精调工作。

根据计划，今年9月，京沈高铁辽宁段钢轨全
线铺通，10月份站房主体结构及站台雨棚将建设

完成。京沈高铁建设现在正抢抓工期，确保2018
年底具备开通条件，2019年全线通车，届时东北
将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施工技术创多项国内“第一”
京沈高铁从北京引出，向东北方延伸经由河北

承德市、辽宁朝阳市和阜新市，到达沈阳市，全长
698公里，按时速350公里标准设计建设，工期5
年，施工技术一流，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

在国内500公里以上长距离铁路客专铺设中，
京沈高铁首次采用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型无砟轨道系统技术——CRTS型先张板式无砟
轨道。

这种轨道板上安装了芯片，相当于“身份
证”。使用扫码器，就可以随时查询所有相关数
据、信息，如型号、铺设序号、里程、曲线半径
等，实现了质量问题可追溯。这种新型技术将为中
国高铁装备“走出去”增加新的竞争力。

不光施工技术一流，京沈高铁工程施工也异常
严格。王志朋说：“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推行工程
专业管理、标准化管理，固化工序施工工艺，严格
执行各种主要参数，做好相关保障措施，确保工程
质量。”

作为一名普通的工程建设者，李辉在施工中的
最大感受就是高铁建设的精益求精。“施工要求非常
精细，差一毫米都不行。”他说，“高铁建设事关成千
上万乘客的生命安全，我们施工不能出一点差错。”

“钢铁巨龙”助力东北振兴
京沈高铁建成通车后，北京至沈阳的旅行时间

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作为国家铁路网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京沈高铁将成为连接东北和华北地区
的重要纽带，成为东北通往华北、华东、中南、西
南、东南沿海等地便捷的客运通道。

“京沈高铁建成后，铁路进出关通道能力将大
幅提升，与既有的各条线路合理分工，将形成多条
进出关的铁路通道，满足进出关客货运输需求不断
增长的需要。”王志朋说。

“京沈高铁地处环渤海经济区，高铁建设将带
动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和以沈阳为中心的辽
中南城市群协同发展，促进沿线城市化进程。”中
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金凤君说，
国家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振兴东北两大战略，
也将因此更加紧密相连，实现互促互进。

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也将在京沈高铁
开通后，被纳入到高铁网络当中，助推这一区域的
开发与对外开放。辽宁省14个地级市将全部接通
高速铁路，形成以沈阳为中心的2小时经济圈，省
内各市形成到北京的4小时经济圈。

（新华社沈阳7月2日电）

京沈高铁建设加速推进 “钢铁巨龙”助力东北振兴
●新华社记者 徐扬 邹明仲

砥砺奋进的五年

7月1日，游客在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陇公村清虚洞游玩。
近年来，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陇公村依托境内的喀斯特地貌景观——清虚洞景观发展旅游

业，清虚洞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 新华社记者杨楹摄

最高法完成首批员额法官选任 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全面落实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记者罗沙 杨维

汉）最高人民法院3日举行了首批员额法官宣
誓仪式。最高法院机关首批员额法官选任工作
完成，标志着法官员额制改革在全国法院已经
全面落实。

据了解，最高法首批入额法官共367名，
占编制总数的27.8%。入额法官平均年龄47
岁，平均法律工作经历22年，其中，博士学
历119人，占32.43%，硕士学历205人，占
55.86%。这些法官均承办过疑难复杂案件或
曾参与起草重要司法解释，具有较强的审判业
务能力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介绍
说，在员额法官选任工作中，最高法严控员
额比例，员额法官岗位均配置到一线办案部
门，综合部门不设员额岗位。对入额人选要
求应为审判员或具有8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的
助理审判员，突出实绩导向和办案能力。最
高法还成立了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代表、
社会代表、专家代表、法官检察官代表组成的
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对入额人选进行
审核评议。

徐家新表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
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各地法院普遍
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案件审批，确

立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地方法院直接
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
98%以上，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普遍
较改革前大幅下降。同时，各地法院院庭长办
案制度初步落实，内设机构改革积极试点。

他说，目前，全国法院法官单独职务序列
改革基本完成，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正式建立，
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稳步推进，聘
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国已有
14个省（区、市）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
18个省（区、市）完成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
管理改革。

“经过4年的改革探索，人民法院符合司
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各类人员管理更
加科学合理，职业保障更加有力，司法人力资
源回归办案本位，85%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
办案一线。”据徐家新介绍，4年来各地法院
人均结案数量普遍提升20%以上，立案数年
均增长20%左右，一些试点法院涉法涉诉信
访案件下降30%左右，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提升。

他还表示，全国法院将严格按照中央确定
的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完善配套措施，狠抓督
察落实，确保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任务在党
的十九大召开前基本完成。

新华社长春7月2日电（记者赵丹丹）2日11
时许，术后19个小时，1名接受母亲活体移植肝
脏的6个月大患儿睁开了眼睛。“我用自己的肝挽
救了儿子的命！”孩子的母亲刘女士流下了激动的
泪水。

1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开展东北地区首例儿
童活体肝移植手术，35岁的患儿母亲刘女士将自
己五分之一的肝脏移植给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6
个月大儿子。手术用时7小时5分，吉林大学第一
医院10多个科室近80名医护人员参与了手术。

当日8时许，刘女士和儿子被分别推进手术
室，术前准备正式开始。通过术前精细的分析和计
算，医生决定用妈妈左侧外叶的五分之一肝脏进行
亲体肝脏移植手术。

10时40分，主刀医生将供体肝脏进行游离，
切断肝动脉和肝静脉后，刘女士的五分之一肝脏被

切割下来。
与此同时，另外一间手术室内，患儿的病肝分

离手术也在进行。为保证孩子的生命体征，在供体
肝脏没有拿下来前，小宝的肝脏也不能拿下来，手
术期间无肝期越短越好，医生们以分秒来计算，跟
时间赛跑。

随着供体肝脏被取下并盥洗完毕后，患儿的病
肝也第一时间被取下。

此时，供肝与患儿身体的匹配正式开始，吉大
一院整形美容外科主任邵英立在显微镜下进行血管
缝合。“最细的缝线直径约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缝合用的针如果没有显微镜，我们用肉眼都无法发
现。”邵英说，手术中最大的难点是要吻合最细直
径仅有0.2厘米的血管。

13时49分，取肝顺利完成，刘女士被推出手
术室回到病房。

16时许，随着患儿被医护人员从手术床上抬
下，这场耗时7小时5分钟的手术完成。

这场手术除吉大一院肝胆胰外一科、手术室、
麻醉科、神经血管外科、小儿外科、整形美容外
科、病理科、放射线科等科室参与外，还有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专家团队。

记者了解到，由于肝脏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刘
女士的肝脏在一定时间内会恢复原来大小，患儿将
在服用抗排斥药物后，慢慢适应新肝。

据吉大一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肝移植中心首席
专家吕国悦介绍，儿童先天性胆道闭锁发病率为8
千至1万分之一，表现为浑身皮肤黄染。“正常情
况下人体的胆汁排泄出来是要通过胆道进入肠道
的，患这种疾病的孩子肝外胆道消失，胆汁无法排
入肠道，引起胆汁淤积性肝硬化，最终需要换
肝。”吕国悦说。

另据记者了解，这次手术启动了“吉大一院医
学发展援助基金会”、“北京天使妈妈基金会”的慈
善救助基金，母子俩近20万元的治疗费用不必自
理。

吉林一母亲“割肝救儿” 近80名医护人员倾力“保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