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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铁二十局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我国第一个以 PPP 模式建设的地方铁路——瓮马铁路通过静态验
收。该铁路全长 72.595 公里，投资近 50 亿元，开通后将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有效降低沿线运输成本、促进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图为通过静态验收的瓮马铁路。 雷 鸣 摄

“通了！通了！”近日，由铁建投资、中铁十六局承建的
珠海横琴新区大横琴山隧道顺利贯通，成为珠海市疫情防
控期间首个提前完成节点任务的重点工程，为 2020 年底全
线通车按下了“加速键”。

“机械化+”树立隧道施工新标杆
“复工复产后，虽然劳务人员受限，但我们仍比原计划

提前 20 天实现隧道贯通，这得益于全机械化施工。”中铁十
六局路桥公司大横琴山隧道项目党工委书记魏学虎自豪地
介绍。

横琴新区大横琴山隧道全长约 4.9 公里，隧道断面最大
面积为 356 平方米，上跨已建成的长隆隧道，下穿望天台水
库及在建的珠机城轨铁路二期，隧道与珠机城轨铁路最小
净距离仅 3.5 米，并穿越 5 条断裂带，属特大断面和超大跨度
隧道，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较高。

为确保施工全面受控，项目部科学组织、大胆尝试，成
立了隧道全机械化施工专业队，先后配置全电脑三臂凿岩台
车、混凝土喷射台车、多功能拱架安装台车、自行式液压仰拱
栈桥等设备，建立起先进的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一条龙作
业线，逐步取代了传统的“人海战术”。

“全电脑凿岩台车的效率是人工作业的两三倍，每个工

作臂可在 2 分钟内完成 5 米深钻孔作业；使用多功能拱架台
车进行拱架安装，拱架对接准确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混凝
土喷射台车集行走、泵送和喷射于一体，不仅效率高、质量
好，而且安全环保；采用机械化施工，1 个掌子面不仅可减少
24 人，每月进尺也比人工作业多 30 米……”项目经理郝德亮
介绍。

施工中，项目部将机械化、信息化与标准化管理深度
融合，致力打造全智能隧道施工管理标杆工程，有效解决
了隧道施工工效低、安全隐患大等难题，确保了工程质量，
创造了良好品牌效益。2019 年 9 月，该项目成功承办了中
铁十六局隧道全机械化施工观摩会，100 余名同行前来观
摩取经。

信息化助力隧道“靶向”施工
为确保隧道施工安全，项目部实施信息化管理，不断打

造智慧建造平台，为隧道施工插上科技“翅膀”。
“围岩监控测量、超前地质预报像‘千里眼’，将安全全方

位、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位。”项目工程部副部长田波介绍。
施工中，项目部结合 BIM 技术，引进集现场视频监控、

施工人员考勤、区域定位、安全预警、灾后急救、日常管理等
功能于一体的隧道“智慧检测系统”。该系统依靠洞口和隧

道内的识别器，对施工人员经过的路线、时间、地点等进行
记录，以便实时监控。他们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及时分
析调整开挖进尺及钻孔角度，进一步拧紧隧道施工的“安全
阀”，保障了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针对大跨度施工，项目部以科技创新引领施工生产，先
后与中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及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联
合开展科研工作，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 11 项、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受理 4 项、发明专利受理 1 项，并获得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全力加速掀起大干高潮
“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全力加速，努力追

回被疫情耽误的生产进度。”在复工动员大会上，郝德亮
表示。

2 月 20 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项目，横琴新区大横
琴山隧道建设按下了“重启键”。

该项目部 498名员工全部返岗后，掀起大干高潮，不但把
耽误的工期抢了回来，还提前 20天完成隧道贯通节点任务。

珠海大横琴山隧道建成通车后，将为横琴新区编织起
内外联通的新交通网络，对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本报西安 5月 15 日讯（记者邹径纬）一座长 56.1 米、重
652 吨的上跨高速公路废弃天桥被切割分离，自行式液压模
块运输车像端豆腐一样，将它移出运走，整个过程不到 3 个小
时。近日，类似场景在中铁十二局一公司开阳高速公路改扩
建工程施工现场反复上演。

“把现在拆除的工序逆向，它还能够快速建起一座新的
天桥。”与外行看热闹不同，现场负责人陈志预期，他们自主
研发的 SPMT 模块智能移运技术和装备，凭借作业过程不爆
破、无损毁、零污染的优势，将在未来城市改造建设中实现

“一项成果带动一个产业”的目标。
以技术创新为钥，打开优质市场之门，是一公司发展战

略的重要一环。对比近 10 年公司科研经费、成果数量与任务
承揽、完成产值、综合收益的走势图，5 组数据“上抛物线”式

的发展轨迹，几乎完全雷同，这也印证了该公司党政主管数
年前提出的“技术创新与生产经营正相关”的论断。

“我们与其说是施工类企业，不如说是研发类企业，公司
每年用于技术研发的费用占到净利润的 30%以上。”一公司技
术中心主任张国红介绍，但凡是具有行业前瞻性，并能够解
决现场问题，带来省时、省力、省钱变化的技术创新项目，他
们都不遗余力“上马”。2015 年至今，公司累计投入科研经费
18.1 亿元，获得省部级以上工艺、工法以及各类专利等核心技
术 253项，其中，13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国际领先水平。

在一公司专长的铁路桥梁运架领域，经过智能化改造的
架桥机、运梁车，已经基本实现了远程监控、无人驾驶。过去
1 个架梁管理团队至少需要 25 人，现在缩减为 8 人。除此之
外，架桥机“瘦身”整体穿隧、空中旋转掉头以及运梁车空中

立体化错车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让一公司架桥能
力在行业内声名鹊起、任务连连。

一种适用于城市房建、地铁施工等领域的高硬度岩层基
坑开挖方法，也在近期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一公司徐州地铁
项目部总工程师牛自强介绍，他们研发的成果，不借助爆破
手段，专治最硬岩，实现了“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挣别人挣不
到的钱”。

“技术创新要建立有偿服务机制，让市场给知识定价，让
知识兑现金钱，只有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张国红坦言，
理顺了激励机制，一公司技术创新成果年产量从 5 年前 10
项，跨台阶式地攀升为现在的上百项。仅 2019 年，他们就发
放科技创新兑现奖 161 万元，全年收获专利 81项，为公司全年
揽得 192亿元施工任务奠定了基础。

中铁十二局一公司

5年研发253项成果 抢滩登陆优质市场

大山，风雪连天夜深沉。
一声设备告急的警报划破

了寂静的夜空。
日前，中铁建电气化局南方

公司西北分公司负责赤大白铁
路供电线路运维的白塔子工区
长王永杰，接到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
红卫村站打来的电话，紧接着办
公室电话也骤然响起。两个电
话都在说同一个信息：强冷空气
南 下 带 来 了 9 级 大 风 和 雨 雪 天
气 ，铁 路 供 电 线 路 出 现 多 处 故
障，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将直接
危及列车运行安全。

险情就是命令，白塔子工区
立 刻 根 据 上 级 要 求 ，联 合 白 音
华、大板工区开始组织抢修。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王永杰
和安全员秦玉柱召集了所有外
线工作人员。此时，已是晚上 7
点 20 分 ，有 些 同 志 已 经 洗 漱 完
毕准备休息。“告警时不管在做
什么，都要时刻准备外出抢修。”
王永杰说。他还叮嘱外出抢修
的两队员工：“按规定操作，确保
用最短时间查出问题，并一定保
障自身安全。”同时，白音华工区
长刘建厂也组织工友准备出发，
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
个时候我们必须上。”

风雪交加的天气，给抢修工
作带来很大困难。山里的夜晚，
气温低至 零 下 ，有 些 地 段 路 面
湿 滑 ，抢 修 队 员 只 能 推 着 车 辆
走，有的队员冻得四肢发麻，有
的 面 部 已 经 发 紫 ，有 的 甚 至 多
次 摔 倒……但他们深知身上的

担子有多重。为了尽快查出故障，他们争分夺秒与时间赛
跑，从导线、柱上开关、瓷瓶、电杆等的覆冰程度，判断沿线
可能出现的故障点，逐一排查。

雪还在继续下着，风也更急了。凌晨 3 点多，白塔子工
区抢修队员到达天河梁，这里的积雪比想象中的要厚很多，
车辆根本无法正常通过。王永杰说：“咱们务必在最短时
间内查出故障，没有车，扛也得把设备扛进去！”9 级大风夹
杂着雪花，吹得队员们睁不开眼睛。为了在恢复供电上赢
得宝贵时间，又寒又饥、疲惫不堪的他们，渴了喝一口带冰
碴的矿泉水，饿了嚼上一口方便面，接着赶赴下一个地点
排障。

此时，刘建厂和工友们已经连续抢修 20 多个小时，在
中间车站随便找个地方休息 3 个小时后，早上 6 点，他和工
友们又继续投入故障排查和抢修。一天一夜的时间，他们
在雪地里徒步走了 20 多公里。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终于
将整个沿线排查了一遍，并及时修缮了损坏的供电设施，所
有抢修人员安全撤回驻地。

抢险结束后，中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公司西北分公司经
理刘利发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职工，在任何时候、任何
条件下，时刻不忘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铁道兵那种不
怕吃苦，不怕牺牲，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

据了解，赤大白铁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锡林
郭勒盟境内，全长 336.418 公里，是我国北煤南运的主要通
道。近年来，负责该线路供电运维工作的中铁建电气化局
南方公司西北分公司通过集中修、状态修、定期预防性试
验，使设备运行平稳，为确保赤大白铁路安全通畅提供了有
力保障。

本报西双版纳5月 15日讯（记者付晶晶 通讯员
胡子豪 周群能）日前，随着一声清脆的炮响，由中铁
二十五局承建的中老铁路曼迈 1 号隧道贯通，与之连
接的勐腊站站前主体工程同步完工。

曼迈 1 号隧道地处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
腊县，全长 3.6 公里。隧道洞身上跨昆明至磨憨高速
公路七道班隧道，隧道底部与公路隧顶相距仅 17 米，
加之隧道埋深浅，最大埋深 291 米，最小埋深 10 米，施
工中易塌方、变形，安全风险高。

负责施工的中铁二十五局四公司项目部科学有
序组织施工，强化对各工序的监测检测，有效化解塌
方变形风险，确保下方高速公路安全正常通行。当
天，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与曼迈 1 号隧道连接的勐腊
站站前主体工程同步完工，站房施工开始进场。该车
站占地 29 万平方米，设置到发线 3 条，预留 1 条，可同
时实现接发客货列车的功能。

据 悉 ，中 老 铁 路 全 长 1000 多 公 里 ，是“ 一 带 一
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
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
接联通的国际铁路，预计 2021 年建成，是服务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并辐射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要基础
设施。

“12-3=12”，这不是小学生做错的数学题，而是
今年中国铁建各单位要坚决做好的一道严峻的施工
生产课题。由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让我们
损失了约 3 个月的施工时间，复工复产后只有采取强
有力措施迅速达产高产，才能用有限时间完成全年
施工计划，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确保企业稳健
发展。

做好“12-3=12”这道题，就要以管理“倒逼”指标
落地，用精准有力的措施，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当前各行业大多处在经济发展恢复期，作为建筑施工
企业，特别是一线项目部，做好这个阶段的工作，就
是要防疫和施工生产两手抓、两手硬，双落实、双推
进。只有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一天当
作几天用”的使命感，以“抢”的意识、“拼”的精神、

“战”的姿态，坚定信心、主动谋划、精准施策，积极调
整管理思路适应新形势、新常态，倒排工期、倒排产
值、倒排任务，升级管理，持续加大各项工作的落地
落实力度，才能迅速达产高产，把年初的“工期欠账”
抢回来。

做好“12-3=12”这道题，就要以目标“倒逼”施工
加速，用扎实有效的行动，把耽误的进度“赶回来”。每
一项工程都有严格的工期要求，能否按期完成往往关
乎国计民生，也关乎企业信誉。因此，各单位特别是一
线项目部，要以对施工生产更加缜密冷静的思考厘清
工作思路，制定科学合理的达产高产施工方案和计
划。只有目标明确了，工作中轻重缓急拿捏精准了，并
能够将计划目标精细地落实到施工中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名员工，使每一个班组和员工对自己要干什么、干
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完成都有清楚的认识，各项工作
才能有条不紊、扎实推进，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工程进度
才能忙而不乱、事半功倍。

做好“12-3=12”这道题，就要以任务“倒逼”责任
压实，用一往无前的精神，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毋
容置疑，疫情对各单位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年度施工任
务造成的压力是巨大的。压力大，我们迎难而上的责
任更大。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是铁道兵精神的传承
者，在这个特殊时期，更要以坚定不移地完成年度施
工计划为导向，层层压实责任，团结带领全体员工积
极发挥主人翁作用，增强信心、铆足干劲、科学赶工、
安全抢工。只要人人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奋勇争先、
顽强拼搏，按期、保质完成全年施工生产任务的目标
就会实现。

本报南昌 5 月 15 日讯（通 讯 员
史华兴）今年以来，中铁二十四局南昌
公司直面疫情“大考”，精准发力、化危
为机，3 月、4 月产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均
增长两位数，创历史新高，驶入稳产高
产快车道。

“取得如此靓丽的成绩单，得益于
该公司盯住人员进场这个‘棋眼’，在
关键处‘落子’，盘活了稳产高产‘棋
局’。”公司工程部负责人总结道。

该公司决策层认为，疫情防控下
的复工达产，可以考验各项目在非常
之时的履约能力、应变能力、化危为机
能力。

“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公司部署坚
决 落 实 ，计 划 目 标 坚 决 实 现 ！”面 对

“疫”考，各项目部发出铮铮誓言，上下
一心、步调一致。

人员能否按时进现场，是决定复

工复产或主动、或被动的“棋眼”。围
绕 让 人 员 能 进 场 、快 进 场 、都 进 场 目
标，“点对点”包车接回、鼓励自驾返
回、回项目越早奖励越多……各项目
部一招胜过一招。

该公司京唐高铁项目部 900 多名
工人租用天津宝坻区一些乡镇的居民
房，由于疫情期间管控严格，进不了村
子，而再盖宿舍，至少要半个多月，时
间来不及。怎么安置这些工人？项目
经理曹金胜一度“手心都是汗”。“沿线
安放集装箱作临时宿舍！”曹金胜脑中
灵光一现，3 天内便搬来 140 多个集装
箱，每个集装箱内安装空调等设施，工
人可以立即入住。

想方设法、使尽招数，为复工复产
赢得时间。该公司和若铁路、墨临公
路、南昌房建等项目部，都成了全线或
地区第一个复工复产的施工单位。

广州动车段高级修扩建工程项目
部人员大年初五就回到项目，快速进
入大干，人歇机不息，24 小时三班倒，
一天干出三天的活，施工现场一天一
小变、三天一大变。

“细谋划”“土办法”“新科技”……
大家各显神通，高效推动各项措施落
地、任务落实。杭州项目群借助信息
技 术 、大 数 据 和 人 工 智 能 ，可 随 时 随
地 掌 握 5 个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人 、机 、
料、事、景、情”，确保精准决策、调度、
监管。

越是与时间赛跑的时候，越要打
起精神，绷紧安全质量之弦。龙龙铁
路项目部标准化施工一马当先，吸引
了全线施工单位前来观摩。

“按照目前稳产高产的形势来看，
我们可以提前实现‘一季度的缺口二
季度补上’的目标。”该公司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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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丽江 5月 15日讯（通讯员肖永顺 姚 舒）近日，
“百日攻坚”立功竞赛决战 60 天誓师大会在中铁十四局、中
铁十八局等单位参建的滇中引水工程丽江段召开，该工程
建设全面提速，上半年计划完成约 55亿元投资任务。

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推进建设的 172 项重
大水利工程之一，被水利部明确为全国“十大标志性水利
工程”之首，也是云南省有史以来和目前全国在建的引调
水工程中投资规模最大、建设难度最高的水利工程。该工
程途经云南丽江、大理、昆明、玉溪等 6 个州市，全长 664.24
公里。

作为“千里引水第一标”，中铁十四局承担全线埋深最
大、地质条件最复杂的香炉山隧洞 13.4 公里的建设任务。
为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按期实现节点目标，中铁十四
局加大人力物力投入，300 余名建设者昼夜奋战，将绞车轨
道调整为双轨出渣，出渣效率提高了 1 倍。目前，他们已完
成全部临建工程及前期准备工作，支洞以每天 1.5 米的速度
向前掘进。

香炉山隧洞 2 号支洞斜井长 1185 米，坡度达到 17.63
度，远超车辆运输最大坡度 12 度，落差约 300 米，人员步行
来回需 3 个小时，相当于上下 100 层楼。项目部通过开展

“大坡度深长斜井条件下长大隧道引水隧洞综合施工技术”
攻关，解决了这一难题。目前，该支洞已经进入主洞施工。

据悉，滇中引水工程建成后，可从金沙江干流引水至
滇中地区，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产生活用水紧张，改善该
地区河道和湖泊生态及水环境状况，惠及 1000 多万沿线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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