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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年中国铁建三级公司 20强名单公布，中铁二十
局五公司位列工程公司“经济效益 20 强”名单第 10 名。这是
该公司继 2016 年之后，再次进入“经济效益 20强”。

从“政策补贴”减免到主动上交货币资金，从经营市场到
稳定区域市场，从粗放项目管理到系统化建设，7 年来，该公
司实现了从多而不精到走上专业化发展之路的华丽转身。

“八大系统”管理打破“纸上点兵”
2007 年，中铁二十局多家子分公司整编合并，孕育而生

了新的五公司。“在起初发展的几年里，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靠着集团的帮扶，减免上交款，艰难维持着低质量运营。”该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云飞介绍。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五公司在 2013 年明确了发展方
向，坚持走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化发展道路，突出盾构核心技
术，以“大标段、补短板、进城市、向西去”的经营策略，加强在
建项目管控，让公司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目标明确，行动迅速。在强化系统能力建设中，五公司
将企业管理划分为经营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安全质量
管理系统、经济管理系统、审计检查系统、权益保障系统、企
业发展系统、党群系统“八大系统”。他们通过系统化管理，
使每个员工都能找到对应归属系统。

“29 岁的吕岩是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在
盾构施工一线表现特别出色。五公司成立城市轨道装备管
理部后，就把他调入公司总部作为‘种子选手’培养，让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目前已成长为中铁二十局的盾构专家。”张
云飞介绍，无论是人员选配、调用、提拔，还是业绩考核都由
各系统制定标准，公司再进行单独考核，真正打破主管领导

“纸上点兵”，让内行推荐内行，让内行管理内行，提升员工的
综合素质。

尤其是 2019 年，五公司发展突飞猛进，新签合同额 102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3.91 亿元，利润总额 2.16 亿元，达到
该公司历史最好水平。“两金”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增幅，有
息负债持续压降，各项指标提前完成公司“十三五”计划目
标并实现翻番。

项目从一到多，资源共享创效益
自五公司坚持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化发展方向以来，在经

营承揽方面，量化分解经营指标，各区域全面发力，保证了专
业化份额逐年递增。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由起初的 3个城市扩展至 7个城市，盾
构设备从无增至 9 套，分布在广州、西安、乌鲁木齐、昆明、南
宁 5个城市进行盾构施工。7年间，他们中标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 26个，营业收入 77.53亿元，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同时，针对同一区域多个项目的管理，该公司还全力推
行“项目群管理”模式，设立财务、计划、物资经济共管部门，
成立了西安、贵阳、南宁、乌鲁木齐 4个项目集群指挥部。

“在西安地铁项目群，我们设置了财务集中核算中心，配
置 6 名至 8 名财务人员，负责区域所有项目的财务核算工作，
让区域内资源共享，缩短了管理链条，提高了工作效率，创造
了更多效益。”该公司副总经理、项目群负责人梁缄鑫表示。

为创造更多效益，五公司还增设了城市轨道装备管理
部，选拔专人在各大城市对盾构机及配套设备的配置、选型、
采购、监造、验收、维保、设备通用性等进行广泛调研，与制造
商沟通，在保证使用的同时，更加突出转场后的通用性、可周
转性，随时可以将轨道交通项目使用过的龙门吊、钢支撑、电
瓶车、走道板、护栏、轨枕、管片底座、碗扣件等转移到另一个
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使用。

近年来，五公司统一购置了地铁项目通用的钢支撑4257吨、

碗扣件 1525吨，分发到各区域项目，周转使用良好，大大降低了
成本。

“三个标准化”实现荣誉“大丰收”
为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结合生产经营，该公司还制定

了“岗位职责、管理流程、施工工艺”标准化，在管理中让习惯
符合标准，把标准当成习惯，解决项目“职责不清、标准不明，
管理不畅”的粗放管理问题。

在佛莞城际铁路项目，他们采用连续皮带出渣方式运送
渣土，效率较传统出渣方式提高了 1倍，创造了珠三角复合地
层单机日掘进 15 环 24 米的全国盾构施工新纪录及 4675 米的
全国单头大直径盾构掘进最长纪录。

在昆铁锦绣家园建设中，他们采用标准工艺引路，标准
流程验收，严控工程质量，成为昆明房建市场的标杆。

在三清高速公路建设中，他们严格执行公路隧道施工工
艺标准化要求，配置了钢筋数控加工中心、钢结构模块化切
割拼装技术、隧道仰拱整体模板、防水板整体台架等设施，进
场不到一年，在两次信用评价中均排名第一。

在短短 7 年间，该公司在建项目综合收益率从 3.97%增
长至 6.88%。他们参建的新疆五大高速和大丽高速荣获国
家优质工程奖，南宁轨道交通 3 号线项目实现广西工程建
设奖项“大满贯”，西安地铁多个标段获陕西省文明工地称
号，内蒙古锡乌铁路获铁路优质工程二等奖，蒙古国市政立
交桥项目获乌兰巴托城市建设特别奖，创效创誉能力实现
大幅提升。

荣誉的背后是辛苦的奋斗。接下来，五公司将继续打造
系统化管理，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做强做优做专工程公司，
实现稳增长、高质量的发展目标，为进军中国铁建工程公司

“双 20强”努力奋斗。

7年“蓄势”实现华丽转身
——中铁二十局五公司做强做优做专工程公司侧记

通讯员 陈 辉 徐 彬

某项目管理者在 A 项目时干得
风生水起，超额完成责任成本预算指
标，各方赞誉有加；到了 B 项目却干
得 起 火 冒 烟 ，突 破 责 任 成 本 预 算 底
线，自己也焦头烂额。这种前后迥异
现象并非个例，在一些项目以及个别
企业里不同程度存在。

然而，对项目信誉与效益双失守
的根源，项目管理者往往归咎于客观
环境条件变化所造成的“水土不服”，
却忽略了没有针对特定项目循因施
策的责任，遮掩了没有把住项目管理
脉络变与不变辩证关系的实质。

市场发展之变，总是从量变到质
变悄然发生，在给建筑企业经营承揽
环节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项目
施工管理环节带来深刻影响。“市场
不相信眼泪。”面对不断变化的常态，
项目管理者唯有以变应变，从变处入
题，于变中破题，才能确保项目管理
走上创誉创效这条不变的正确轨道。

多算胜，少算不胜。应变之先，
在于准确识变。项目管理没有一成
不变的标配法则。项目管理者要认识
到，每一个工程项目相对而言从环境
条件到结构内容、运行模式、标准规范
等都在发生变化，如果生搬硬套老做
法老经验，无异于刻舟求剑、守株待
兔。要对变化叠加因素进行对比分
析、综合研判，梳理项目非盈即亏的 A、
B两个界面，准确识别创效点、减亏点、
保平点，为制定增盈、扭亏的应变之策
做好铺垫。

变则通，不变则壅。识变之后，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关键。项目管
理者要跳出南橘北枳的思维定势，因
地因时因事制宜，从技术方案入手，
强化对工装、工法、工艺的创新应用，以及理念思维、管
理模式、责任体系的破旧立新，变“只干不算、干完再算”
为“先算后干、边干边算”，变“单纯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
务”为“吃着碗里米盯着锅里肉”，打破偶尔盈利、必然亏
损的魔咒，进入利誉双收的最佳境界。

市场变化给项目施工管理带来影响是全方位、深层
次的，除了工程项目部本身外还有内外部环境的微妙变
化。项目管理者要发挥项目团队主观能动性，实施内外
两条线同步作战：对内要以上率下，实施全员全过程动
态化引导管理，不断激发创誉创效内生动力；对外要主
动与业主、设计、监理、地方政府加强沟通联系，持续优
化项目管理环境条件，从而在变化中实现不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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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8月 21 日讯（通 讯 员
范文博）厂 家 直 供 、定 尺 定 轧 、集
中 网 采 、改 变 钢 材 采 购 结 算 支 付
形 式 …… 为 实 现 物 资成本“瘦身”，
中 国 铁 建 大 桥 局 五 公 司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项 目 部 持 续“ 把 脉 问 诊 ”物 资
采购工作，靶向聚焦、精准发力，努
力实现节本降耗，扩展盈利空间。

“一切成本皆可降，只要找准‘病
因’‘对症下药’，物资采购就能成为
项目搂钱的耙子。”该项目负责人杜
长生介绍，为降低水泥采购成本，他
们经过多方市场调查并开展多轮谈
判，直接与巢湖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水泥买卖合同，实行“工厂到
现场”的物资直达模式，较好地解决

了价格失控、供应无保障问题。据初
步测算，该项目水泥每吨采购单价比
中国铁建竞谈采购最低价还便宜 43
元，预计可直接节省成本 200余万元。

针对大宗物资采购，该项目利用
中国铁建上海集采中心和集团集采
中心两级机构，通过网络集中采购、
线上招标采购、竞争性谈判等方式，
固化设备及大宗物资、二三类材料、小
型机电设备采购业务操作流程，物资设
备集采成交额超过 3亿元，中型以上设
备物资集采率超过95%，共节约资金800
余万元。

据了解，在物资采购过程中，该项
目还结合实际资金情况，巧用“瘦身
贴”，不断挤压物资市场价格“泡沫”，

强力降本增效。他们通过市场调查，
采 取 压 缩 付 款 周 期 形 式 采 购 钢 材
4060吨，预计可节省成本 118万元；通
过与电力排管中标单位谈判，最终决
定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直接降低采
购成本 38.5 万元，在原合同总价基础
上下浮达 18.5%。同时，他们还积极
推行钢材定尺定轧，采用定制方式订
购了 1416 吨“定尺钢筋”，减少了截
取、焊接等钢筋加工程序，不仅降低了
钢材损耗，还大幅度提升了工作效率。

“降成本一分钱不嫌少，芝麻西
瓜一起捡。”杜长生测算，采用“定尺
钢筋”后可节省钢筋废料近 90 吨，而
且相关成本比传统采购模式节约资
金 17万元左右。

本报乌鲁木齐8月21日讯（通讯员邹 虎 杨建宾 记者
王飞辉）8 月 18 日，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世界最长沙漠高速
公路、国家西部大开发交通要道——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梧
桐大泉至伊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大白杨沟 2 号大桥桥面铺
装顺利结束。至此，全长 188.7 公里的京新高速公路梧桐大
泉至伊吾段全线贯通。

据该集团京新高速公路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京新高速公
路梧桐大泉至木垒段全长 515公里，被称为京新高速公路的“最
后一公里”，分 3段建设。中铁十八局承建标段位于梧桐大泉至
伊吾段，线路全长 45.7公里，穿越戈壁无人区，施工面临风沙肆
虐、昼夜温差大、无水、无电、无信号、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

为确保桥梁建设安全高效，中铁十八局京新高速公路项
目部与建设、设计、监理等单位联合攻关，通过优化施工方案、
量化任务指标、细化建设节点、引进新工艺等举措，克服了困
难，实现了桥梁安全贯通，为梧伊段年底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梧桐大泉至木垒段是京新高速公路“疆内环起来，
进出疆快起来”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
后，京新高速公路将实现全线贯通，哈密市伊吾县、巴里坤县
将结束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对加快天山北坡经济带建设，
实现新疆煤炭、矿产资源开发，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加快
沿线地区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保定8月 21日讯（通讯员郭 河 赵志强）“往下一
点、往左一点，好！落！”日前，由中铁十六局路桥公司建设的
保定市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项目水平风洞实验
室洞体钢结构全部安装完毕，比既定工期节点快了 10 天，为
今年 10月底整体完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项目是目前世界规划
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群，其中水平风洞实验室为国内首个供
跳台滑雪运动员使用的训练专用实验室，同时也是迄今为止
全世界唯一一个带斜坡、半斜坡的在建水平风洞实验室。

“在水平风洞实验室施工过程中，空间有限，多项工序交
叉作业，材料堆放空间不足，机械设备犹如戴上‘紧箍咒’，施
展不开手脚。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及雨季汛情等诸多因素
影响，使原本紧张的工期更加紧迫，施工任务更加艰巨。”该
项目总工程师徐国正说。

施工过程中，该项目部联合长安大学等院校，针对跳台大坡
度高填方施工技术及预警系统开展专项课题研究。他们还紧盯
节点，主动出击，对剩余工程内容全面进行清单化梳理，吹响 24
小时挂图作战冲锋号角，带动全体管理人员靠前指挥，做好一线
帮扶和服务工作，并对项目部人员及施工队制定奖罚措施，加大
人力物力投入，为各项工作稳步全速推进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目前，项目施工建设平稳快速推进，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以上。全体员工也正铆足干劲，为完成最终目标任务全
力冲刺。”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京新高速梧桐大泉
至伊吾段全线贯通

世界最大跳台滑雪场馆群
建 设 进 入 冲 刺 阶 段

中国铁建大桥局五公司引江济淮工程项目部

靶向聚焦“智取”物资集采效益

做实架子队建设
促管理再提升
本报日照8月21日讯（通讯员李金雨 方洪祥）近日，

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 2019 年度公路施工企业全国综合
信用评价结果的公示，中铁十四局一公司依托蒲都高速
公路路面 1 标段参评并取得 AA 级。这是该公司第三年
蝉联 AA 级。

自 2019 年以来，该公司所有路面摊铺施工任务均由
自有架子队承担，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有效提升了
路面专业化施工水平。

据了解，为做实架子队、培育优质“土壤”，中铁十四
局一公司近年来致力于从理顺体制机制着手，先后出台
架子队管理办法、架子队会计核算办法等制度。他们还
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环节，优先考虑有架子队队长
工作经历的员工，将表现优秀的架子队长纳入项目经理
岗位竞聘范围，并根据架子队运转情况给予一定加分。
截至目前，在该公司两支路面架子队中，已有 3 人走上项
目副职及以上管理岗位。

今年上半年，通过了胶州公路大中修项目经理竞聘
的原路面架子一队队长田虎说：“架子队员工每月工资
在项目部员工基础上增加 600 元，公司还在任务分配、考
核奖励、资源保障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调动了架子队
的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强化“一盘棋、一家人”意识，
该公司在项目部与架子队之间实行岗位轮值制度，并将
架子队党员编入项目党支部，还要求新员工入职后首先
到架子队实习锻炼。

“软件”不断优化，“硬件”配备齐全。该公司为路面
架子队购置全幅摊铺机等先进设备，满足多个大中型路面
项目同步施工需要。他们创新管理模式，整合设备和人力
资源成立设备管理中心，推动“架子队+设备管理中心”片
区作业制，加强重点环节成本控制，实现自有设备利用率
达 100%，把过去的“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特别是在急
难险重任务上，架子队的攻坚作用越发明显。

“通过有效融合，促进了公司先进施工工艺在架子
队落实落地，‘卡脖子’工序始终被架子队所掌握，施工
效率提高不少。”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员介绍。

中铁十四局一公司

本报天津8月 21日讯（通讯员姚 慧）日前，中铁城建三
公司申报的《预制混凝土 U 型槽模具及其使用方法》专利通
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据介绍，预制混凝土 U 型槽模具包括内模板、外模板和
移动封边，内模板及外模板的截面均呈 U 形，内模板设置在
外模板内，外模板与内模板围成截面为 U 形的浇筑空间，浇
筑空间 U 形的两个自由端所对应的空间内分别安装有一个
移动封边，移动封边与内模板及外模板可拆卸连接。

该项发明可减少定型模板投入量，增加定型模板周转次
数，减少占用场地面积，加快施工速度，对节约成本、提高施
工生产效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中铁城建三公司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重点项
目部成立科技创新工作室，开展技术攻关和科技研发。截至
目前，该公司累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国家级实用新型专
利 7项以及省部级 QC 成果奖 12项。

中 铁 城 建 三 公 司
获1项国家发明专利

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8月 16日，晚上 9点 50分，无锡高铁站。一个两手拎着仪
器、身后背着行李的黑脸壮汉，过了出站口，顾不上擦汗，大步流
星朝汽车站赶。如果顺利，他仅需花费14元，就能抵达目的地。

很遗憾，他没有赶上开往江阴市、途经中铁十二局一公
司南沿江三项目部驻地的末班汽车。

他用了1个小时找人拼车，半个小时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
价，最后花费50元，完成了从高铁站到项目部的行程。即便如
此，他仍很高兴。因为如果在车站附近住一晚，最少要花200元。

讲述完以上情节，南沿江三项目部测量队队长黄金歌
不好意思地说：“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我要么提前问项目部
要车来接，要么就直接住下。”

心态与行为的转变，源自去年 10 月该公司推出的项目
测量技术承包举措。作为承包人，黄金歌要用 430万元维持
项目测量人员 36个月的工资、器材耗损、管理费用等全部开
支，承包总价相较于非承包模式降低了 20%。除了降低成
本，另一个好处是：节余部分，测量团队可按贡献自行分配。

“承包费和工程量是确定的，团队收入增加只有减员增
效和开源节流两个途径。”黄金歌说，他初设的目标是：人员
减少三分之一，人均收入增加三分之一。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项目上场后，受设计变更以
及征地拆迁的影响，施工几乎停滞了一年。现场没活干，11
名测量队员的工资每月仍要从承包费中扣除。

“要么困着等死，要么分流人员，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
选择。”黄金歌算过一笔账，如果不减员，承包不仅不挣钱，还
要倒贴 20多万元。

加人容易减人难，黄金歌送走 4 名队员用了半年时间。
在他眼中，市场是无情的，这些人必须走；但是人又是有情的，
走之前，需要和公司测量队协商，为他们寻一个好去处。

路基上测一个点的高程 7.5 元，桥梁放样一个点位 60
元……现场就那么多活，留下的 7 个人没有用武之地，算来
算去还是入不敷出。

人员闲着也是闲着，能不能短期承包其他项目部的测量
分项任务？黄金歌与该公司测量队队长乔云飞的想法不谋而合。

“区域化、一对多测量承包，将彻底缓解公司测量人员
紧缺的矛盾。”乔云飞认为，承包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盘活
人力资源，变过去固定岗位上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为内部
市场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上边有政策，下边有出路。去年年底，黄金歌以 130 万

元的承包价，拿下了相邻项目部沉降观测任务。
到更远的地方承包更多的活。今年 6 月，一公司郑万

铁路收尾项目部 6公里长的无砟轨道精调任务人手紧缺。每
公里精调市场价 4万元，黄金歌以 2万元的承包价成交。不到
3个月，他带着一名测量员跨省作业带回了 10万元的辛苦钱。

赚钱不易，花钱更“难”！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承包模式下，包括黄金歌在内的测量员们变得越来越

“抠门”。为便于工作，他们从承包费里拿出 8 万元买了一
台车。除了上工地，所有人员一律不许使用。

对待测量仪器更是如此。黄金歌要求工作期间，仪器不
能离开测量员的视线。7月中旬，项目工程部借用水准仪使
用，不慎摔坏，他为此事发了火、落了泪，硬是一天吃不下饭。

人员减少加上俭省节约，测量队的人均年收入将增加
5 万元左右。一次，项目领导问黄金歌：“如果让你当现场
副经理，收入和承包差不多，你干不干？”黄金歌没有丝毫犹
豫，果断拒绝。他说：“人要干就干最有意义的事情。”

目前，一公司正筹划启动测量区域承包，黄金歌打算带着
自己的团队在盘活人力资源、降本增效的改革“深水区”蹚一
蹚。按照预期，人员优化之后，他们的收入还将逐步提高。

黄 金 歌 的 测 量 承 包 路
本报记者 邹径纬

8 月 20 日，由中铁十四局电气化公司承建的上海地铁 15 号线通信系统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该线路全长 42.3 公
里，共设 30 座车站。建成通车运营后，将成为国内首条一次性开通最高等级全自动驾驶运营里程最长的大运量轨道交通
线路。图为现场工人正在进行电缆支架安装。 钟文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