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宫一号”

用上“河南造”

专门负责“瞄准”工作

据东方今报消息 “天宫一号”

马上就要遨游太空了， 就在全世界的

目光都聚焦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时，

2000 公里外的郑州， 有一群人， 他们

的心也早已飞到了酒泉， 飞到了“天

宫一号” 身边。 他们研制生产、 专用

于运载火箭和“天宫一号” 的设备，

正为举世瞩目的“天宫一号” 飞天保

驾护航。

据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九院 693 厂

厂长郑治友介绍， 该厂研制生产的

“垂直度调整设备”， 肩负着发射前最

后的“瞄准” 工作， 可以这样说， 这

个设备， 是“天宫一号” 能否上天的

关键。

郑治友自豪地说， 他们研制的这

种设备已经更新换代为智能式， 目前，

全国仅此一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

代表着河南制造水平早已达到了国际

顶尖水准。

在“天宫一号” 的身上， 起到

“经脉” 作用的设备， 就是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九院 693 厂研制生产的。 由该

厂生产的电连接器和航天电缆网产品，

成为“天宫一号” 的专用产品， 帮助

“天宫一号” 连接各种设备和动力。

其实， 该厂生产的电连接器， 早

已广泛应用于各航天领域， 他们的电

连接器产品， 占据了“长征二号 F”

火箭用同类产品 60%以上的比重。

而在“神舟七号” 发射过程中，

该厂研制生产的灯光报警电缆、 气控

系统电缆、 舱载氧瓶电缆等产品成功

使用于“神舟七号” 身上， 并经受了

太空飞行的考验， 为河南制造扬了名

立了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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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药监局：

保健食品命名

拟禁用 7 类内容

“祖传”等词语

将在保健品中消失

据法制晚报消息 “御制”、“祖

传”、“奇效”、“顶级”等虚假、夸大、绝对

化的词语今后将禁止在保健食品名称

中出现。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

布《保健食品命名规定（修订稿）》及《保

健食品命名指南（征求意见稿）》，并公

开征求意见，为保健食品命名作出进一

步规范。

根据修订稿，保健食品命名禁用 7

类内容。

修订稿指出，保健食品的通用名不

得使用已经批准注册的药品名称，配方

为单一原料并以原料名称命名的除外；

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其

通用名中含有表述产品功能相关文字

的，应严格按照规范的功能名称进行描

述。

另外，以产品原料命名的，两个以

上原料组成的产品，不得以单一原料命

名，可用配方中主要原料名称或缩写。

■相关

禁用词语

1 . 产品中使用化学合成的原料或

只使用部分天然产物成分的， 表述为

“天然”等字样。

2 . 医学名人，如华佗、扁鹊、张仲

景、李时珍。

3 . 与产品特性没有关联、消费者不

易理解的词语，如纳米、基因。

4 . 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等词语（批

准的功能名称除外），如脑、眼、心。

5 . 庸俗或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

语，如性、神、仙、神丹。

6 . 超范围声称产品功能等内容也

禁止在保健食品命名中出现。

7 .“御制”、“祖传”、“奇效”、“顶级”

等虚假、夸大、绝对化的词语。

9 月 2 1 日，在天定高速通安驿段，一辆汽车从出现路基沉降的路面旁驶过。 新华社记者 张锰 摄

8 7 亿建高速路 通车半年就大修

———甘肃省天定高速公路质量问题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朱国亮 张锰 范培珅

现状

高速公路大坑连小坑

从兰州出发，经定西进入天定高速，记者首

先遭遇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坑槽，大的如脸盆，小

的如盘子，常常接连出现几个坑，高速行驶的车

辆很难避开，危机四伏。 行至天巉路岔口，有路

政工作人员在此拦阻大车，要求改道天巉路。工

作人员还特别提醒记者， 虽然小车可以继续通

行，但也要“开慢点，路上坑多”，一些大桥上也

有好多坑。

在通安驿出口附近， 路中央突然出现数十

米长的裂缝。记者下车查看发现，最宽处有两指

宽。驱车继续前行不远，记者又遇到一处处塌陷

病害。 其中一段路中央， 立了一块大大的警示

牌：“前方路基沉降，限速 20km”。负责维修这一

段路的施工队长卯杜儿说，他负责的这 30 公里

路段沉降问题较多，已处理了 6 处。“我们 7 月

初开始前来修路，至今已修了两个多月。 ”

天水市关子镇至天水市出口路段， 是过往

司机、民众反映路面破损最严重的路段。记者看

到，这一段路正在大修，工人们一段一段将路面

彻底铲除，重铺沥青。

经常往来于天水市区至关子镇的司机李成

江说：“这段路通车不久就出现问题， 先是有很

多坑，然后逐渐扩大，继而路面开裂，有的拱起，

有的下沉，破损得如同翻浆的乡村道路，哪里有

高速公路的样子？ ”

“道路修成这样，我们心里也难受”

面对各方质疑， 甘肃省交通厅天定高速公

路项目办工作人员说：“道路修成这样， 我们心

里也难受。 ”

“今年 6 月底，我们发现坑槽、沉降等病害，

7 月初请专家前来诊断，同时展开维修。 ”天定

高速公路项目办常务副主任张志勇说。

路面坑槽破损是公众感受最深的问题，许

多人质疑施工方“偷工减料”。 对此，张志勇辩

称：“这与偷工减料无关， 没人敢在这方面做文

章。 ”

但他随即补充说，修路时所用材料，就单项

而言都合格， 但因为大都处于质量标准的“低

限”，累积起来可能就会引起一些问题。

既然不承认“偷工减料”，缘何高速路通车

不久就要大修？张志勇称，大量坑槽出现，“可能

是铺路时有少量的水渗入引起”，“也可能是因

为边修路边通车，有泥渗入路面所致”。 至于沉

降问题， 则与地质构成有关，“一些路段基础偏

软，修路时一次性完全处理好很难”。

记者追问，除了施工、技术层面的问题，管

理方面是否也存在问题？对此，张志勇不愿正面

回答。 不过，他承认，如果从招投标开始的每一

个环节都能做好，一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据悉，天定高速全长约 235 公里，总投资约

87.5 亿元，由 75 家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

设， 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实现大部分路段通

车，2011年 5月 29日全线贯通。

据甘肃省交通厅工程处处长谈应鹏介绍，

目前，1公里高速造价平均约为 1亿元， 天定高

速因四年前招标、开工，造价较低，平均为 3700

万元／公里。

谈到公路维修，张志勇回应说，天定高速关

子镇至天水市出口那一段，有 31 公里路面将全

部铣刨掉，采用新的结构重铺，其他路段则视病

害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修补。

建路已投了 87 亿多元， 修路还要投多少

钱？ 对此，张志勇表示，“我们不核算维修花费，

因为在责任缺陷期内， 所有损失由施工企业承

担。 如果施工企业不来维修，我们组织维修后，

费用将从其质量保证金中扣除。 ”

道路破损可以修 形象损失难补救

盼之切，恨亦深。作为甘肃省公路网主骨架

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定高速通车半年就大修，让

不少来往此路的司机、民众深感费解。不少人呼

吁上级政府和部门深入调查并公布结果， 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天水市甘谷县居民李新定跑了 3 年运输，

一直走这一路段。 他失望地说：“高速公路通车

半年就大规模维修，这里肯定有猫腻，一查一个

准。 ”

“千里陇原行，路上多大坑，贪占修路款，罪

行加一等！ ”最近两个月，一些过往司机不断上

网发帖，也要求调查天定高速路质量问题。

针对天定高速质量问题，一些专家表示，一

条如此重要的高速路，通车不久就大修，其负面

影响要多大有多大。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何文盛说，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但

核心问题恐怕还是监管责任。 有关方面应正视

问题，深入调查，该审计的审计，该问责的问责。

原因

甘肃表示成立工作组深入调查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 27 日上午就此召开新

闻发布会， 省政府副秘书长武志斌通报了天定

高速坑槽病害情况， 表示将成立工作组进一步

深入调查。

武志斌说，发现这一问题后，甘肃省交通运

输厅要求天定高速项目建设单位抓紧处治路面

病害，同时组成专家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施工

单位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开始返工处治。 到 9

月 26 日，路面病害已处治完毕，现场调查也有

初步意见。经专家调查组现场调查和试验分析，

初步认定出现路面病害主要有进场原材料把关

不严、施工单位施工过程控制不严、在不良环境

下施工等三大原因。 由于天定高速尚处于质量

缺陷责任期，约 1.2亿元的返工费用均由施工单

位承担。

评论

“保质期半年”的高速路如何面对追问

6 个月， 作为一个手机的保质期尚让人难

以接受，更何况是一条巨额投资的高速公路。但

这样的事情竟真实地发生了———甘肃天水至定

西高速公路通车半年即大修， 其中路面病害最

严重的 3 1 公里，返工费用为 1 . 2 亿元。

天定高速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横向骨

干道路———连霍（连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公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甘肃规划的“四纵四横四

重”公路网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巨额的修理

费用，不仅给国家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更使当

地政府形象严重受损。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条

“问题高速” 是如何突破层层制度护栏而仓促

“上路”？

“问题高速” 的一个突出的病害是坑槽问

题。 甘肃省交通厅有关专家和天定高速项目办

都承认， 以现有的技术， 只要按照设计标准施

工， 通车这么短的时间，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

题， 而且早年我国南方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中

就出现过这一问题， 并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但

老问题却在甘肃这个以干旱著称的省份再次出

现， 令人费解。

甘肃省政府通报， 经专家现场调查和试验

分析， 初步认定出现路面病害主要有进场原材

料把关不严、 施工单位施工过程控制不严、 在

不良环境下施工等三大原因。 但为何出现把关

不严、 控制不严的问题， 为何要在不良环境下

施工的问题， 迄今尚未给出答案。 对于“问题

高速” 的其他问题， 甘肃省也未予回应， 使人

迷惑。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掩盖问题，

或者不深究问题的根源， 不能够真正堵住制度

的漏洞， 这会让问题反复出现。 高速公路建设

属于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原本就投

资大， 社会影响大， 如果一些老问题反复出

现， 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难以估量， 产生的恶劣

影响更会损害相关政府部门公信力。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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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8 7 亿多元建设的甘肃省天水至定西段高速公路，是连接我国东、中、西部的骨干道路———连霍（连

云港至霍尔果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通车约半年竟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重大病害，部分路段不

得不铲除重铺。

这条被称为“畅通甘肃东大门的发展之路、希望之路”，如今因质量问题饱受质疑，被当地居民称为“豆腐

渣工程”。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实地调查，驱车全程体验了这条“问题路”，并就公众质疑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