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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德10月 16日讯（记者张启山）日前，随着一声鸣笛，首
趟宁德汽车基地铁路专用线货运列车满载着 290 辆上汽商品车，
从三屿站发车开往武汉大花岭南站，标志着铁四院总承包的宁德
汽车基地铁路专用线正式通车运营。

宁德汽车基地铁路专用线是宁德市自主投资建设的第一条
专用铁路，也是福建省重点工程，线路与衢宁铁路接轨，总长度合
计 4.637公里。

作为衢宁铁路连接线，这条铁路专用线将为宁德市锂电新能
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提供高效物
流服务，为宁德市打造“港通天下、物畅其流”的大平台、大通道打
通关键一环。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铁四院建设者克服软基处理、深海
墩等影响工程推进的诸多困难，优质高效组织现场施工，创造
了开工首月完成首个桥梁桩基浇筑，提前 15 天实现施工栈桥
合龙，提前 6 个月实现隧道贯通，一年内完成线下工程施工的

“宁德速度”。

本报哈密10月16日讯（记者付晶晶 通讯员焦 贺）日前，随
着一榀重达 122 吨的钢板组合梁精准落位，世界穿越沙漠戈壁里
程最长的高速公路——京新高速公路关键环节色皮口跨线桥顺
利贯通。

此次贯通的色皮口跨线桥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是巴里坤至
木垒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该桥虽然长度只有 383.8 米，但有 14
跨连续梁上跨车流量密集的 S303省道。

“本次架设的梁体采用 I 字形组合钢板梁和组合箱梁设计工
艺，梁长 50 米，重 122.3 吨，设计总量共 8 片，最高桥墩 22 米，长达
50 米的跨度给精准架设带来较大困难。”中铁二十五局项目负责
人关海军介绍，他们联合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技术攻关，
优化施工方案、引进先进工艺，采用两台 100 吨提梁机进行提梁。
为防止梁体倾覆，架设过程中，他们采用油松圆木作为斜撑，以 10
吨的倒链辅助固定梁体，确保安全完成节点任务。

据悉，京新高速公路全长 2540 公里，途经北京、河北、山西、内
蒙古、甘肃、新疆 6 个省区市，是“一带一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京新高速公路全线建成后，新疆进京距离将比现有公路通道
缩短约 1000 公里，对于改善天山北坡和进出新疆交通条件，加快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湖州 10月 16日讯（通讯员楼 敏）
日前，中铁十六局三公司自主研发的“高速
铁路邻近既有线大跨度刚铰混合结构变截
面连续梁桥综合施工技术”和“无通航条件
下深水裸露基岩库区三跨连续下承式钢管
混凝土系杆拱桥综合施工技术”顺利通过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评审鉴定，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高速铁路邻近既有线大跨度刚铰混合
结构变截面连续梁桥综合施工技术”是该公
司在昌赣高铁泰和赣江特大桥施工中，针对
邻近既有线、通航水面、深水急流、裸露基岩
等复杂环境，在栈桥、围堰、长大桩基、大体积
0 号块、大跨径挂篮悬浇、梁体线形控制等方
面开展深度研究，形成的创新性技术成果。
目前，该成果已应用在昌赣高铁泰和赣江特
大桥施工中，并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具有推
广应用价值。

“无通航条件下深水裸露基岩库区三跨
连续下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综合施工
技术”是该公司依托承建的丽水水阁至腊口
公路工程，研发出的桥墩管桩桩基施工装置
及其施工方法、筑岛反开挖平面分体组合钢
套箱围堰构造及施工方法等，有效提升了施
工效率和质量。

上述关键技术为大跨度重载钢栈桥搭
设、超宽体量承台深基础、系杆拱桥桥面梁
格体系中横梁施工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技术。

“找出故障点，调整道岔开程、密贴、
锁闭量等数据，达到标准要求，就是今天
比武的主要任务！”日前，铁建国际港澳区
域公司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信号维保项
目部“道岔故障应急处理技术比武”火热
展开。

此次比武由内地和香港专家组成的考
核组联合出题，制造出道岔故障，来自项目部
各工区的25名青年员工分3组参加比武。

“车厂主管已经下达施工命令，人员
可以上道作业！”话音刚落，参赛人员的呼
喊声、速动扳手的旋转声、转辙机的轰鸣
声立刻充斥整个现场。“一定要看道岔是
哪个部分出现问题，不要急于调整各项数

据，先对设备状态进行分析。”专家组成员
叮嘱着。第一小组在比赛过程中没有明
确道岔整治方向，小组成员之间出现了
分歧，停止了下一步操作。在经过小组
讨论与技术专家指导后，大家明确了故
障处理方向，迅速处理道岔故障，调整各
项数据直至达标。

下午 5 点，其他两个小组的比武开始

了。在听取了第一小组的总结后，他们处
理故障的思路以及数据调整方法有了明显
改进。“抓紧时间，马上进行道岔扳动试验，
大家注意脚下安全。”第二小组组长在完成
固定锁闭框的最后一个动作时大声交代。
其他作业人员一部分按分工松动螺丝，加
减道岔调整片，另一部分人则拿起扳手螺
栓进行复紧，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 道 岔 开 口 和 缺 口 值 均 符 合 规 定
标 准 ，道 岔 定 反 位 扳 动 均 有 表 示 ，无 异
常 ，可 以 正 点 销 记 。”随 着 夜 幕 降 临 ，项
目 经 理 胡 军 阁 宣 布 ，第 三 组 道 岔 比 武
顺 利 结 束 。

历 经 7 个 小 时 的 激 烈 比 赛 ，石 岗 工
区 团 队 在 工 长 应 赓 哲 带 领 下 以 满 分 夺
冠。此时，员工们意犹未尽，还在对“比
武”中的得失七嘴八舌地归纳总结。

据了解，该项目从 2018 年 4 月开工以
来，一直保持着安全运营纪录。“举办此次
技术比武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岗位
技能水平，展现在港央企的良好形象。”该
项目负责人表示。

宁 德 汽 车 基 地 铁 路
专 用 线 通 车 运 营

世 界 穿 越 沙 漠 最 长
高速公路关键“卡口”打通

中铁十六局三公司

两 项 成 果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香 江 高 铁 技 术 比 武 记
通讯员 战鲁杰

铁四院总承包

近日，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山东省最大互通立交——青岛新机场连接线互通立交顺利通过各项验收，即将投入使用。据
了解，该项目是山东省投资规模最大、现浇梁最多的互通立交工程。工程建成后，对于沿线临空经济区、产业区、上合示范区的
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为青岛新机场连接线互通立交。 王 磊 摄

时代大潮，浩浩
荡 荡 。 站 在 深 圳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新 的
起点上，这颗南海明
珠 又 一 次 吸 引 了 全
球关注的目光。

“深圳是改革开
放 后 党 和 人 民 一 手
缔造的崭新城市，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在 一 张 白 纸 上 的 精
彩 演 绎 。 深 圳 用 40
年 时 间 走 过 了 国 外
一 些 国 际 化 大 都 市
上百年走完的历程，
这 是 中 国 人 民 创 造
的 世 界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个 奇 迹 。”10 月 14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深 圳 前 海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的 讲 话 令 人
振奋。

40 年春风化雨，
40 年 春 华 秋 实 。 作
为 深 圳 基 建 领 域 的
主力军，中国铁建不
仅 参 与 了 进 出 深 圳
的铁路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等 交 通 干
线 建 设 ，为 构 筑 鹏
城 四 通 八 达 的 交 通
网 作 出 了 贡 献 ，而
且 深 度 融 入 城 市
发 展 ，打 造 立 体 交
通 格 局 ，为 刷 新 天
际 线 、拓 宽 城 际 线 、扮 靓 海 岸 线 贡 献 了 铁
建力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披 荆 斩 棘 、埋 头 苦 干 是 深 圳 人 的 精
神，也是中国铁建人的真实写照。从建设广
深准高速铁路、开创我国铁路建设里程碑，
到创造厦深铁路日铺长轨 13 公里的国内有
砟轨道铺设纪录，到承建的 8 条地铁线同步
施工会战，一代又一代铁建人前赴后继，斗
雨天、战酷暑，发扬铁道兵精神，谱写了新时
代 铁 建 故 事 ，用 一 项 项 重 大 工 程 的 如 期 交
付，助力深圳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是深圳的标签，也
融入了铁建人的智慧。从国内第一座自主
研发、自主 创 新 的 水 底 高 速 铁 路 盾 构 隧 道
——广深港狮子洋隧道，到地铁 20 号线基
于“云平台”架构、叠加“车车通信”的全自
动 运 行 试 验 工 程 中 心 ，中 国 铁 建 人 以 不 断
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助推深圳地铁
迈入“智慧时代”，为深圳创新基因注入了
铁建元素。

我 们 已 经 跋 涉 千 山 万 水 ，前 方 仍 然 是
万水千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深圳不仅
在 轨 道 交 通 等 基 础 设 施 领 域 具 有 广 阔 、巨
大的舞台，而且在深化改革开放、开展前瞻
性 科 技 创 新 、发 展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等 重 点
工作方面与中国铁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 目 标 高 度 契 合 。 实 现 新 跨 越 ，续 写 更 多

“春天的故事”，不仅是深圳的使命，也是中
国铁建的发展所需和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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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奇迹叫深圳。
1980 年 8 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

济特区。
40 年来，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推动深
圳从一座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在 10 月 14 日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
斩棘、埋头苦干，用 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
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
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全面助力重大交通建设、城市品质提升、贡
献经典建筑、增进民生福祉……40 年，砥砺前
行，一代又一代中国铁建人融入深圳、建设深
圳、服务深圳，始终与特区发展同频共振，携手
前行。

在构建四通八达
铁路网中贡献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构建
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
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力争实现大湾区主要城市
间 1 小时通达，促进人员、物资高效便捷流动。
中国铁建深入践行国家战略，结合深圳等大湾
区核心城市铁路建设需求，从设计、建设、运营
等全产业链提供中国铁建方案。

时针拨回至 1994 年 12 月 22 日。中国铁建
参建的广深准高速铁路通车运营，成为中国自
行设计、施工建设的第一条时速达 160 公里的
新型铁路。

2001 年，铁四院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广
深港高铁的前期研究工作。广深港高铁全长约
140 公里，是北京—广州—香港高铁的南段，其
中广州南站至福田站线路长约 114 公里；香港
段中深圳河至西九龙站线路长 26 公里，全为隧
道和地下车站。

作为铁四院参与设计的首个深港高铁项目，
重要性不言而喻。经过设计团队 4年多的调研和
勘察论证，2005年底，广深港高铁正式动工。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广
深港高铁建设中，一项又一项建设难题接踵而
来。深港隧道总长 2766 米，是国内第一条跨境
地下高铁隧道，下穿深圳主城区、深圳河和香港
米埔湿地。铁四院在设计中充分满足了香港与
内地消防设计的不同规范，最大程度减少对于
湿地保护区的影响；中铁十五局在隧道施工中，
采用直径 13.17 米的当时国内最大直径高铁盾
构开挖，优质高效完成深港隧道施工任务。同
样由铁四院设计，中铁十五局、中铁十六局参建
的广深港高铁福田站是目前亚洲最大、全球第
二的全地下高铁站。该工程首创在城市中心以
地下高铁站为核心，以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
和出租车换乘为翼面，面向大客流快速疏散的
规划设计理念。工程先后获得鲁班奖、詹天佑
奖等荣誉。中铁十二局参建的广深港高铁狮子
洋隧道是国内第一座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水
底高速铁路盾构隧道，被誉为“世界高速铁路隧

道修建技术的里程碑”。该集团项目团队创建
的高速铁路水下盾构隧道结构体系与设计方
法，创新了高速铁路特长双孔水下隧道运营控
制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一批又一批中国铁建建设者的努力下，
2011 年 12 月 ，广 深 港 高 铁 广 深 段 建 成 通 车 ；
2015 年 12 月，深圳福田段建成通车；2018 年 9
月，香港段正式通车。18 年栉风沐雨，坐着高
铁畅游香港愿望成真。

厦深铁路是连接福建和广东，贯穿厦门、汕
头、深圳三大经济特区的省际快速铁路。铁四
院、中铁十二局、中国铁建大桥局、中铁十七局、
中铁十八局、中铁二十五局、中铁建电气化局等
单位先后参与该线路设计建设任务。2013 年，
在厦深铁路惠深段施工中，中铁二十五局仅用50
天就完成了该段 238公里有砟轨道铺设任务，创
造了当时日铺长轨 13公里的国内有砟轨道长轨
铺设新纪录。

此外，中国铁建大桥局、中铁十四局、中铁
十六局、中铁城建、铁一院、铁四院、铁五院等还
参与设计、建设、监理了赣深高铁、穗莞深城际
铁路、深茂铁路、深圳盐田港铁路专用线等多条
铁路线，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更大范围提升都市
圈发展能级贡献力量。

在编织立体式轨道
交通网中收获口碑

2020 年 8 月 18 日，中国铁建参建的深圳地
铁 6 号线、10 号线建成通车，结束了深圳平湖、
坂雪岗、华为新城和梅林关以东片区不通地铁
的历史，加快了市民便捷出行。

地铁，是城市版图扩张、经济发展的重要见
证。作为深圳地铁建设引领者之一，中国铁建
先后参与设计、建设、监理了深圳地铁 12 条线
路。一条条地下“钢铁巨龙”成为城市交通运输
的主力担当，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朝气蓬勃的城
市一同奔跑进步。

2001 年 ，深 圳 首 条 地 铁 线 1 号 线 开 工 建
设。中铁十六局参与承建华强站至岗厦站盾构
区间工程。建设者在国内率先采用通用型管片
衬砌技术、惰性浆液同步注浆技术等新技术新
工艺，一举创造了日掘进 26.4 米、月掘进 540 米
的当时全国地铁盾构施工新纪录。一系列开拓
性创举，引领和推进了我国地铁盾构施工技术
水平提升。

2003 年，中铁十五局承建的深圳地铁 1 号
线广深铁路桥桩基托换及老街至大剧院区间隧
道东段主体完工。这是当时复杂条件下浅埋矿
山法施工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地铁单洞双层重叠
隧道。建设者实现了 3 项技术突破，总结了在
繁忙铁路高架桥进行桩基托换的成功经验，解
决了在饱和快流速水地质条件下采用常规性冻
结法止水的国际性难题。

2016 年，为更好地适应广东和深圳市场的
新形势、新模式，为业主提供优质高效的全产业
链服务，中铁建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代表中国铁建负责广东区域工程总承包、项
目投资和项目管理，履行统筹、协调、监管、服务
和高端经营等职能。在该公司的统筹引领下，

中国铁建各单位先后参与建设了深圳地铁 6
号、8 号、10 号、16 号、20 号线、5 号线西延、16 号
线管廊、3 号线四期工程总承包等项目，合同金
额超千亿元。

在深圳地铁建设中，中国铁建还将“智能建
造”理念贯穿始终。在全球第一大会展中心——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配套工程地铁 20号线建设中，
中铁建电气化局参与建设了世界首个基于“云平
台”架构、叠加“车车通信”的全自动运行试验工程
中心，助推深圳地铁迈入“智慧时代”。

新模式孕育新动能，新动能激活项目管理
一池春水。中国铁建连续 4 年在深圳地铁建设
中位居前二，被深圳地铁集团授予年度“综合优
胜单位”称号；中铁十一局、中铁十二局、中铁十
四局、中铁十五局、中铁十六局、中铁建电气化
局、中铁建设等单位参建项目获评优胜工区，实
现了内外兼修、内和外顺，干好现场赢得市场的
良性互动。

在建设重大市政
道路中彰显实力

俗语说“想致富，先修路”。从 1980 年发展
至今，深圳已成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多年
来，中国铁建紧跟深圳发展需要，参与多项重、
大、难市政道路以及联络香港工程建设。

1997 年，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中国铁建
大桥局参建的深圳市区通往东部地区咽喉要
道、献礼香港回归配套工程深（圳）香（港）公路
梧桐山隧道建成通车。该工程获得鲁班奖。

1999 年，中铁十二局、中国铁建大桥局参
建的特殊大断面隧道——盐（田）坝（岗）高速公
路大梅沙隧道竣工交付。该隧道总长 3025 米，
双线三车道大跨度开挖当时在全国十分罕见。
中国铁建建设团队攻克了富水全风化花岗岩等
施工难题，项目荣获鲁班奖。

2012年，中铁十二局、中国铁建大桥局、中铁
二十五局参建的深圳市东西大动脉——深圳南
坪快速路项目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该项目为
深圳市首条全封闭和全立交的快速干线，建成后
从深圳市区到坪山区行车时间缩短至40分钟。

中铁十六局、中铁二十局参建的深圳前海
市政项目是前海自贸区重点打造的环保节能及
惠民工程。由中铁二十局施工的 5 号冷站是亚
洲最大的区域集中供冷系统配套工程，总服务

面积约 270 万平方米，总供冷量约 6 万冷吨，被
喻为前海绿色“大空调”。

在人居环境
改善中担当作为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要求
深圳担当可持续发展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安全高效的
生产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
生态空间，在美丽湾区建设中走在前列。

中国铁建在深圳市重大项目实施中始终
坚持把改善人居环境放在重要位置，承建多项
民生工程，积极推广绿色施工技术，为提高人民
幸福感贡献铁建智慧。

在环境整治提升方面，从 1995 年至今，中
铁十二局、中铁十八局、中 铁 十 九 局 、中 铁 二
十 二 局 多 次 参 与 深 圳 河 治 理 工 程 ，在 深 圳 、
香 港 政 府 部 门 联 手 指 导 下 ，前 后 历 经 26 年 ，
完成了深圳河三期、全长约 18 公里的河流治
理，将防洪标准由昔日的 2 年至 5 年一遇提高
到 50 年一遇，开创了不同制度模式下联手治
理界河的先例。中铁十七局承建的深圳市罗
湖区垃圾转运站及市政公厕提升改造项目，
是深圳市认真贯彻落实垃圾分类以及“厕所
革命”的重要民生工程。

在居住体验提升方面，中铁十六局承建的
深圳滨海廊桥工程项目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
域首座大型综合多功能民生工程。该项目是
我国首次借鉴国际城市建设高线公园理念，以
通达功能为主，兼顾市民休闲运动与景观观赏
的多功能立体城市空间。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交通联系、城市观景、城市社交的复合立体城
市绿轴，助力深圳特区先行示范“公园里的城
市”建设。

在保障房等民生工程建设上，中铁建设承
建的深耕村项目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第
一个人才引进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总建筑
面积 30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为该区提供 2502 套
人才保障性住房，满足近万人的居住需求。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进。在新起
点上，中国铁建将继续扎根深圳，为助力特区建设
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为鹏城发展书写为鹏城发展书写““春天的故春天的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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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铁建承建的广深港高铁福田车站暨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铁四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