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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多跨 全面协同

党建统领 打造岛桥共美的舟山样本

□记者 钱东晓 通讯员 徐静

2022年11月2日，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正式动工。浙江省及舟山、
宁波两市联手筹措132.89亿元资金，提前两个月确保了这一世界级跨海通道顺利
施工建设。

桥岛联动，山海和美。
二期工程起自六横岛西南侧，自东向西途经六横、佛渡和梅山3座独立海岛，全长18.78公里。

工程连接了宁波舟山港六横和梅山两大核心港区，建成后将有力促进六横、佛渡港区及临港产业
基地的发展。

从合作先行区到海洋中心城市，大桥两端正进行着一场双向奔赴。二期工程顺利施工的背后，则是一场关于地方和部
门对“七张问题清单”不折不扣抓细落实的生动实践。

顶层谋划
超前完成整改目标

六横岛作为舟山第三大岛，与宁波梅山隔海相

望，距梅山仅7公里。前者土地储备丰富，后者开发空

间已经饱和。六横广袤的土地资源可为梅山承接高

精尖项目转移现有开发项目提供落地空间。

一桥飞架，关乎着百姓生活，也牵连着经济社会

的命脉。

作为连通宁波至六横岛的唯一通道，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改善舟山南翼群岛对外交通条件，对优

化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空间布局，打造现代海洋产业

基地，显著推动六横、梅山的港区、产业联动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意义。

六横公路大桥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为梅山岛

至北仑的陆上高速通道，二期工程主要为特大型跨

海桥梁，其中，双屿门特大桥为跨径1768米的钢箱梁

悬索桥，在同类型桥梁中跨度为世界第四；青龙门特

大桥为主跨756米的三塔钢箱梁斜拉桥，在同类型桥

梁中跨度为世界第二。

这将是一座挑战性的超级工程，更是一张闪光

的金名片。

2019年10月，《舟山市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将六横公路大桥项目等与舟山

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纳入规划纲要和省级行动

计划。

时至2021年6月底，二期工程建设资金仍迟迟未

到位。主要原因是超百亿元的投入，对舟山财政压力

很大；十余万人口的岛屿，大桥建成后的车流、收入

预计也有限。即使在公路交通设施建设早就市场化

的浙江，也很难找到社会资本来建设六横大桥。于

是，近20年来，六横大桥被一次次提起，但始终没有

太大的突破性进展。

“资本金方案、专项债申请、桥岛联动开发方案

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舟山市大桥建设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工程还面临抗风稳定性、

海上施工难度大等问题，施工设计图推进困难重重。

2022年1月，“六横大桥资金未落实难开工”被列入省

“七张问题清单”重大审计问题，要求推动问题整改

落实，实现党建统领整体智治。

问题就是突破口！2022年1月8日和5月18日，省

长王浩两次召开专题会议，提出统筹协调推进整改

方案落地，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统盘考虑“两岛”

规划开发，同步推进桥岛联动建设等重要指示。

舟山市出台优化要素保障攻坚行动方案，设立

综合协调、能源、财政、资源、金融要素等 5个专项小

组，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双组

长，协同加强项目要素保障。

5月31日，工程举行投资协议签约仪式；

6月28日，施工图设计通过专家组审查；

8月30日，施工、监理招标工作正式启动；

截至10月20日，项目资金、先行用地、开工段政

策处理、设备材料等开工各项要素保障工作全部

完成。

在中央、省、市三级统一部署下，宁波舟山港六

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于2022年10月28开工，比原计

划整整提前了两个月！

5月31日，二期工程3个投资协议在杭州正式

签约。宁波市政府、舟山市政府、舟山交投集团、

普陀交投集团、六横国资公司、浙江省交通集团、

宁波甬舟六横大桥公司、浙江省海港集团共同签

订《舟山六横跨海大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协

议》等相关协议，标志着六横大桥二期投资方案

正式落地。

“七张问题清单”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体系的

创造性机制、牵引性举措和突破性抓手。打破界

限，实现功能整合、结构重构，是整体智治的必然

趋势。

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前期所涉部门较多，

且地跨甬舟两市，部门间的左右互通、地市间的多

元协同成为问题整改的堵点和痛点。作为舟山市

综合协调专班的牵头单位，舟山市大桥建设管理

中心承担着项目前期各项要素保障的重要工作。

为落实推进路径，市大桥建设管理中心集中

骨干力量，以问题为导向，设置投融资工作、前期

合同、工程征迁、综合财务四个工作组，横向联通

各门、纵向覆盖省市，实现了数据、应用、机制的

全贯通，形成流程多跨、全面协同的工作大格局、

大场景。

为确保本次投资协议起草、谈判工作顺利推

进，市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以综合协调工作专班为

主体，选派业务骨干并组织相关法务、工程咨询

等专家驻杭一周。同时，与市资规、财政、交投等

相关部门形成沟通协调机制，昼夜连续开展工

作，顺利完成协议签约前基础工作。

捷报频传。10月17日，二期项目用地审批取得

自然资源部批复。此项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牵头组建项目报批工作专班，市大桥建设管理

中心负责配合基础报批资料整理工作。通过提前

主动与省自然资源厅和自然资源部汇报对接，将

县（区）、市、省、部四级审批时间压缩至8个工作

日，创下全国同类项目审批速度之最。

“七张问题清单”开创了问题管控的新机制、

新格局，金钥匙就是党建统领。通过市级层面工

作专班机制，推动“一把手”真正扑下身子亲自

抓，倒逼各级扛起抓清单政治责任，各部门相互

协作、合力动态推进问题整改。

仅短短两个月时间，市大桥建设管理中心牵

头与市政务办、市交通运输局、市司法局共同完

成了施工招标方案研究、招标文件专用条款编

制、技术规范编制、工程量清单控制价编制以及

开标、评标等工作，及时完成了作为实现开工建

设的关键工作；

依托两地党政代表团互访机制以及甬舟一体

化办公室运作机制，与宁波市交通运输局、宁波

市高等级路面建设管理中心等市外部门保持密

切高效沟通对接，共同合力完成项目用海审批、

环评审批以及一二期融合方案等各项关键工作。

通过运用党建思维、理念、方法、标准，以落

实“七张问题清单”亮晒整改机制为主载体，推动

问题高质量整改落实。市大桥建设管理中心形成

了以党建工作统领问题解决、以问题解决强化党

建工作的良性循环。

多跨协同 党建统领推进路径

通过对六横公路大桥“七张问题清单”整改

的探索实践，舟山市为重大项目推进提供了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舟山经验”。

在项目资金方面，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多

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有效解决了项目资金难

的问题。

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窗口期，资本金以外融资

获73亿元专项债支撑；利用政策性开发金融工

具，通过股东借款形式获13.2亿元基金支撑；通

过桥岛联动开发，以矿产资源出让收益解决部分

建设资金缺口，实现“交通+资源”“桥矿联动”新

模式；创新招标方案，成功吸引央企资金12亿元，

并利用央企落户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此外，通过建章立制，举一反三，从体制机制

上补短板、堵漏洞，形成整改问题、固化机制、完

善制度、治理领域的全周期良性循环。

舟山市出台实干争先、项目晾晒、深化项目

“拔钉清障”百日攻坚行动，推进市级层面工作专

班工作，建立专班周例会制度，全面分解相关工

作任务；出台市十二条政策，细化梳理 22项工作

举措，会同发改、财政、资规、交通等 19个部门抓

好政策落地兑现，强化项目的资金、用地、用海等

保障。

实施“拔钉清障”专项行动，切实用足用好

“进度周报”“协调例会”等机制，召开市主要领导

“拔钉清障”专题会议，全力突破各项难点、堵点，

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制定舟山市扩投资优结构攻

坚行动方案，研究制定四方面 28项举措，配套制

定3张工作清单。

建立投资“赛马”工作机制，形成市委主要领

导两月一次现场推进、市政府主要领导三月一次

督办和每季度一次的重点项目投资“赛马”机制。

设置六横大桥等重点项目推进指数，并根据节点

进度和推进情况进行综合量化考核，有效地压

紧、压实了各部门推进责任。

开展重点项目常态化监测。加强重点项目监

测调度，制定月度推进计划，形成每月考核情况数

据汇总对比表和综述表并汇总形成月报，对完成

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及时对接属地，梳理项目在推

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做好项目服务

保障，全力破解项目难题，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通过“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整改工作

举一反三、追本溯源，以一个问题的解决带动了一

类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了整体智治的长效机制。

对此，王浩省长在9月28日的批示中给予高度评

价，“科学组织，密切协作，有力有序推动这一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兼具的重大工程。”

举一反三 探索整改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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