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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个日夜奋战、644 张勘测设计图纸、5.98
平方公里测绘面积、30.34 公里填绘、3 版综合治
理设计方案；1066 天配施、48581.56 平方米垃圾
无害化处理、306905.19 平方米垃圾循环利用；
42 处滑坡、15 处崩滑及 1 处泥石流区域地质灾
害治理……在西宁，昔日遭烽烟战火摧残，又被
垃圾围堵的火烧沟，历经 3 年时间的“刮骨疗
毒”，即将以凤凰涅槃式的“新生”——青藏高原
大型郊野公园项目与世人见面。

近日，由铁五院负责勘察设计的“青海省西
宁市城西区火烧沟生态环境治理及修复工程”
已进入正式验收阶段。一条小溪淙淙、芦苇葱
葱，花木青青、鸟鸣嘤嘤，绝似江南美景的“鸳鸯
沟”即将重新“绽放”！

追溯火烧沟的“前世今生”
西宁市，青藏高原第一大城市，丝绸之路和

唐蕃古道的璀璨明珠，独特的地理位置，注定它
的成长既有文化交融的瑰丽，又有过战火硝烟
的斑驳，更有放马青山的诗意。2013 年 7 月，西
宁市被列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
点，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重要实践阶段。
西宁市正构建以城区为核心、南北两山为屏障、
县城为纵深的三环生态布局，彰显湟水流域水
系特色，将西宁打造成“更加繁荣、更加美丽、更
加宜居”的青藏高原山水城市。

火烧沟，位于西宁市西南侧，沿南北向分
布，沟道总长约 20 公里，属湟水河一级支流，是
经雨水冲刷形成的自然沟道。火烧沟原名“鸳
鸯沟”，古时候这里水草丰沛，绿树成荫，到处鸟
语花香，沟内山清水秀，以岸美水绿吸引鸳鸯前
来戏水而得名；又名“龙泉谷”。据《西宁府新志·
地理·山川》记载：“县（指西宁县）西八里有龙泉，
疑即西川称龙泉谷也。唐刘元鼎使吐蕃，逾湟水
至龙泉谷，谓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数百年前赫
赫有名的西宁古八景之一的“龙池夜月”亦与其
有关。后经数次战火，这里的草木化为焦炭，变
成了光秃秃的一片，“鸳鸯沟”由此变成了“火烧
沟”。别说鸳鸯，连只麻雀都懒得再往山沟里飞。

多年来，由于流域内自然灾害和工程活动
的加剧，两岸植被覆盖率逐年降低，土壤保水保
肥能力显著下降，存在大面积裸露地，扬尘污染
和水土流失严重，沟渠水质浑浊、泥沙含量大。
随后，中下游河道内及两岸又成为大量城市垃
圾的倾倒场，并形成了堰塞湖，遇有大雨暴雨时
行洪能力差，存在洪水和泥石流等风险，严重危
及下游居民、企业人身财产安全。

针对火烧沟这个“大伤疤”，西宁市多方筹
集资金对其开展生态修复，除先期将火烧沟部
分区域改造成白沙滩公园外，还规划将这条长
5.5 公里、面积 585 公顷的垃圾沟，改造成为青藏
高原上的大型郊野公园之一。

调兵遣将“刮骨疗毒”让美景再现
2017 年 8月，铁五院承接到“西宁市城西区火

烧沟生态环境治理及修复工程”的勘察设计任务
后，便以“发挥区域优势、整合区域资源”的理念，
结合“自然山体沟壑景观，建立溪涧水系景观，营
造滨水休闲廊道、森林风景区”的设计蓝本，开启
了对火烧沟的地灾治理和生态修复工作。

此项治理不仅包括地质灾害治理，还包含
垃圾无害化处理、生态修复、流域整治和生态廊
道建设，特别是沟口的 1.5 公里重点区域——更
需要一步一景的再造、生态休闲公园设计、洪水
自然灾害防治、流域水质提升等流域的综合治
理方案，目的是为了将火烧沟重新打造成集农
林、生态种养、自然环境系统恢复、水土保持、荒
山治理、农田水利设施及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工
程于一体的沟域经济工程。

开工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铁五院挑选
精兵强将，组建项目团队，多管齐下，采用遥感、航
飞、地面调查“空天地”一体化勘察手段，整合地灾
治理、生态修复、流域整治和廊道设计等多专业

“军团化”作业，仅用 3个月即选定了最佳治理方
案。随后，铁五院设计团队配合施工开启了 3年
时间的“刮骨疗毒”。

在 治 理 方 案 中 ，针 对 滑 坡 、崩 滑 、泥 石 流
等地质灾害，设计团队采取岸坡削坡、沟底回

填、坡面截排水、排洪渠、护岸挡墙、格构锚杆
护 坡 、修 筑 谷 坊 、生 态 沟 等 措 施 ，利 用 现 有 地
形采用降低边坡高度，增加沟底宽度对崩塌、
泥 石 流 地 质 灾 害 进 行 治 理 ，大 大 降 低 项 目 成
本。针对垃圾散、乱、杂、多的特点，他们采用
垃 圾 分 类 处 理 方 案 ：建 筑 垃 圾 采 用 粉 碎 墙 背
回填料废物使用，生活垃圾则进行封闭回填，
配合后期进行绿化覆盖等方案。针对坡面绿
化 难 度 较 大 的 问 题 ，他 们 还 整 地 选 用“ 鱼 鳞
坑 ”，步 道 选 用 心 土 与 表 土 分 开 堆 放 ，栽 植 时
先填表土，再填心土，留出深 20 厘米左右的蓄
水穴，确保植被成活；在坡面，他们选种乔木、
灌 木 和 草 本 进 行 植 被 恢 复 ，避 免 水 土 流 水 并
提升景观效果。

为保障治理后的整体景观效果，设计团队
还 根 据 地 貌 在 火 烧 沟 内 设 置 了 园 路 、马 道 铺
装、涉水汀步、木栈道、驳岸、湿地种植景观植
被……3 年来，一项项针对性设计和措施，让火
烧沟从地灾频发、生态破坏严重的“垃圾沟”旧
貌中，逐渐变回西宁市郊的“生态后花园”。

3 年时间，在铁五院环保人的手中，地灾险
点、沟壑险坡重披绿装，花红柳绿、涓涓细流的
美景让消失于历史、仅存于文献的“鸳鸯沟”重
现世间，让游人有机会重观数百年前的西宁古
景“龙池夜月”……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重点工程
竣工验收，并将逐步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某加工企业一员工吊装钢构件时，因站位侵限
被钢拱架撞击受伤。深究其原因，得到的结论是：

“安全与事故是‘一线之隔’，不容逾越。”
作业中的“站位”，直观的是物理距离，体现的是

安全意识，展示的是行为习惯。其中有两点尤为重
要：一点是员工应提升风险判断能力，懂得敬畏规矩
就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道理，形成“不敢违”的防线。另
一点是管理者应筑牢安全屏障，防止因一次小失误而
导致大事故，建立“不能违”的安全管理机制。

墨菲定律认为，在生产生活中，只要存在隐患，事故
总会发生，差别只是早晚、大小、轻重而已。建筑施工企
业的任务就是消除各种隐患和苗头，从源头上预防事故。

在建筑工地，许多工种、工序作业时，员工需长
时间重复一个动作，极易产生麻痹思想，忽视安全制
度和规范要求。因“站位”引发的隐患乃至事故，应
当汲取深刻的教训，举一反三。比如，跨越高处平
台、攀爬行走机械、进入危险区域等，均属“站位”失
当，自埋隐患。每名员工从事一项作业前，都应找到

“安全距离”，确定“红线”位置，养成不存侥幸、不超距
离、不越“红线”的行为习惯。当出现疲劳、厌倦、麻
木等状态时，应主动进行人为干预，及时矫正意识和
行动，避免因陋习形成痼疾。

从管理者角度看，“站位”考量的是安全管理功
力。对各个岗位上的操作人员，各级管理者应当充分
掌握防护区域、各种标识及禁令、人员活动状态等“有
形”隐患，同时，还应精准认知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
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等“无形”的隐患。在
生产过程中，由于“有形”和“无形”隐患是复杂多变
的，难免存在着发生事故的概率。这就需要各级管
理者增强抓好安全的决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信
所有事故都是可控、可防、可避免的。首先是注重抓
好人的行为安全。在任何作业环境和条件下，都能
认真执行操作规程，保证“站位”准确。其次是保证
物的安全可靠。不论是动态运转，还是静态停止，始
终处于安全状态，即使人员“站位”有误，也不会受到
伤害。最后是强化系统的制约功能。当人员、机械、
车辆、物资“站位”侵限时，能够及时纠正。

本报柳州 10月 21日讯（记者付晶晶 通讯员
肖 波 谢裕增）“上周，通过‘清单式’安全大检
查，共发现问题 13 项，现已整改完成 12 项，1 项正在
整改中。”日前，在中铁二十五局四公司古灵大道地
道工程项目部晨会上，安质部部长覃正勇这样通报
了上周安全检查落实情况。

进场以来，该项目部大力推行“清单式”常态化
安全管理，重点强化“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把风险
辨识和隐患排查典型清单、高风险作业风险排查清
单、工作量清单内容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以“清单
式”管理融入日常检查、专项督查、夜间巡查、综合
性迎检，确保重点区域安全巡查全覆盖、无死角。
每周安全检查后，安质部对照“清单”管理台账，将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逐一填写登记，按照“三定”原
则，当日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按照规定整
改时间复查，确保隐患得到及时闭环管理。

“通过清单内容，定期对安全基础管理梳理总
结，以‘清单模式’全面清晰引导管理人员执行管理
要求，推动安全管理精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项
目部安全总监黎柱强说，这张安全检查清单便于掌
控全线施工重点区域、机械设备、人员安全状况。
安全员将所有专业检查路线、地点、设备、重要工点
区域等检查项目统一汇总到清单上，借助所列安全
检查重点和标准，在检查前就做到心中有数，真正
做到对着标准找问题、对着措施查整改。

截至目前，该项目部通过执行“清单式”常态化安
全管理，例行检查发现问题数量逐月下降，督查发现问
题均已按时整改，为施工生产平稳推进提供安全保障。

本报太原 10月 21日讯（通讯员李秀东
刘成龙）日前，中铁十四局承建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示范工程太原起步区姚村综合管
廊，经专家组现场考察和审核评审后一致同
意通过工程验收。

会议邀请来自石家庄铁道大学、武汉大
学、太原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等多家单位的 7
名专家对示范工程进行验收。专家组一致
认为，城市浅埋暗挖快速装配支护成套技术
在太原起步区姚村综合管廊工程中成果示
范 应 用 ，完 成 了 示 范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规 定 内

容，同意通过验收。
该工程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市地下

空间施工快速装配支护技术”的示范工程。
为实现这项技术的应用，中铁十四局等 3 家
单 位 共 同 研 制 了“ 盖 挖 快 速 装 配 支 护 一 体
机”。该设备利用机械自身支护等功能，实
现了安全快速开挖、结构拼装、回填一体化
作业，完成的管廊工程质量良好，安全风险
防控覆盖率 100%。与会专家们建议，盖挖快
速装配支护一体机是实现地下空间施工快
速 装 配 支 护 技 术 的 先 进 利 器 ，具 有 省 时 省

力、节约成本、绿色环保等优点，要适时推
进，进行量产。

据 了 解 ，中 铁 十 四 局 历 来 重 视 科 技 创
新 ，通 过 建 立 院 士 工 作 站 ，聚 焦 前 沿 技 术
基 础 研 究 和 技 术 攻 关 ，科 技 成 果 丰 硕 。 太
原 起 步 区 姚 村 综 合 管 廊 工 程 的 顺 利 验 收 ，
标 志 着 该 集 团 圆 满 完 成 了 国 家 课 题 中 城
市 浅 埋 盖 挖 快 速 装 配 支 护 成 套 技 术 研 发
与 示 范 应 用 所 要 求 的 相 关 任 务 。 这 将 对
我 国 城 市 地 下 管 廊 施 工 工 艺 革 新 起 到 推
动作用。

本报濮阳10月21日讯（通讯员王强强
唐丰丰）“太真实了，建筑工地安全防护太
重要了！”近日，在中铁十八局一公司郑济
铁路项目部工区现场，VR 虚拟体验系统
吸引了建筑工人的目光。工人小杨戴上
VR 眼 镜 进 入 模 拟 防 护 未 到 位 的 施 工 场
景，经过“身临其境”的体验，施工操作安全
风险、人员安全帽实时定位、在线动态监测
扬尘……应接不暇，他被“吓”出了一头汗。

今年以来，中国铁建下发了《关于加快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的通知》。郑济铁路项
目部认真学习贯彻文件精神，结合现场实
际，迅速在原有基础上构建起一套“智慧工
地”完善体系。VR 系统的使用，只是该项
目建设“智慧工地”的举措之一。随着信息
管理平台、智能技术、智能设备逐步应用到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该项目部已构建起覆
盖安全隐患预警、自动感应降尘、人员实时
定位等的“智慧工地”管理体系。

“大力推进‘智慧工地’建设的目的，是
为了全面打造‘制度化、标准化、流程化’的

‘三化’工地，助推项目高质量建设。”据项
目负责人惠武平介绍，进场以来，他们多次
去新基建项目“取经”，组织学习小组观摩
交流，并结合项目实际，建立健全了用于满
足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安全质量进度监
控、信息化办公等基本需求的“智慧工地”
体系。此外，他们还注重在大数据智能化
采集与分析、设备物资物联网应用等方面
的创新和应用，让“智慧工地”体系与施工
内容深度融合。

“在现场验收发放物资时，只需要一部
智能手机，连接一台小型打印机，简单地动
一动手指，就可以完成日常手抄笔录的繁
琐手续，还规避了错漏风险……”项目部物
资员小齐兴奋地说。这套“物资管理 APP”
和“物资设备云平台”系统，已成为项目物
资管理的一大神器。它一方面对项目物资
保供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基
层物资人员的工作量，深受员工好评。

仲秋，南粤大地依旧郁郁葱葱。骄阳下，
摊铺着约 160 摄氏度的沥青混凝土，犹如头顶
火球、脚踩火炉，炽热难当。

站在刚铺好的沥青混凝土路面上，中铁
十二局二公司紫（金）惠（州）高速公路项目经
理王海斌满脸淌汗。他告诉笔者：“我们用 8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单幅长 35.226 公里、总长
70.45公里路面 75%的工程量。”

然而，盘点一下该项目路面施工管理历程，
安全、质量、进度虽业绩不俗，但更令人青睐的
是，他们在有限空间内打出了节支的“组合拳。”

“精”算地材价
在施工现场，笔者看到该项目部总工程

师 阮 耀 科 一 边 查 着 资 料 、一 边 算 着 地 材 价
差：“路面施工，主要工序是施作水稳结构和
沥青混凝土，其长、宽、厚一点都不能少，在量
差上没有节省的余地，只有在料源上找出路。”
为此，他算了一笔账：水稳结构用料总量 110
万吨，外购单价每吨约 160 元，如果自己加工，
每吨只需 100 元左右。刚开始，他们便联系了
几家隧道施工单位，争取利用弃渣进行加工。
但是，当地填料奇缺，隧道弃渣大都用于加工
碎石和填筑路基。

王海斌的态度很坚决：“省钱的机会不能丢，看
准了、算对了就想办法干。”他们又细算了自己进
行水稳结构用料开采的成本，结果也能节省近

一半。随即，他们在价格较低、干扰较小的紫
金县征用了一座山头。为保证工期，他们“两
条腿走路”：一方面外购，一方面自己加工。据
物资部门统计，项目加工了 38 万吨，按每吨比
外购节省 80元计算，减少开支 3040 万元。

“巧”建拌和站
在 35公里的施工区域内，该项目需建 3座

水稳材料拌和站。王海斌觉得选址大有学问，
便组织人员沿线踏勘，结果均“有利可图”。

项目部副经理巩克超主要负责征地拆迁
和对外协调，他认为：3 座拌和站，各出巧招，
都有省钱的门道。他们经过多方调研考察，
最终决定将 1 号拌和站建在一个被征用的弃
渣场，面积 6700 平方米，高度、位置、交通都合
适；项目部给村民支付了 3 万元租金。2 号拌
和站选在待建高速公路服务区，面积 37000 平

方米，只需征得业主同意，即可免费使用。3
号 拌 和 站 利 用 驻 地 某 单 位 闲 置 场 地 ，面 积
24000 平方米，不需平整、不用复垦复绿、不涉
及拆迁。

巩克超算过账，当地征地费用每平方米
每月 2 元，1 号拌和站、2 号拌和站的总面积
43700 平方米，使用两年可节约费用 200 多万
元；3号拌和站节约费用 70%，约 80万元。

此外，他们还提前将边坡、路基的清表土
囤积了 4 万方，用于路肩和中间隔离带培土，
节省开支超过 100万元。

“智”推微创新
2019年 3月，二公司为了专业化发展和集

中优势力量，将路面与土建分设项目部，并购置
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租赁
了国内较先进的沥青混凝土摊铺设备。

尽管黑色路面施工已经有了成熟技术和
工艺，但王海斌他们用智慧推出了一系列微
创新：应用水稳材料双拌缸拌和工艺、路缘石
和缝隙式水沟滑模摊铺工艺，发明了井字形
卸料防离析工艺、可调式挡板装置……与此
同时，他们在应用长安大学教授的专利时，又
进行了一系列微创新。

阮耀科坦言，采用双拌缸拌和工艺，节约
水泥 0.5%，总量达 5500吨，折合资金 275万元。

原来，此前水稳材料拌和时，由于输送料
时有高差，拌和均匀的混料会在自由落体中
离析，造成骨料和粉剂分离。现在，水稳材料
拌和站里，双拌缸工艺、井字形卸料防离析工艺
同时上阵，再加上卸料抛物线的顶部加上了可
调式挡板装置，三管齐下，提高了混合料拌和均
匀性，消除了水稳材料质量隐患，避免了返工或
增加设备，取得了明显的间接效益。这种来自
一线的微创新，被员工们称为“小药治大病”，非
常管用。

在路缘石和缝隙式水沟的滑模上，他们增
加了附着式振捣器并采用混凝土挤压成型工
艺，既保证了质量，也将工效提高了 10倍。

傍晚，夕阳西下。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压路
机形成的流水线正在紧张作业。王海斌说：“这
样的施工速度每天可摊铺 2.5公里以上。”不久
之后，这条连接广东河源、惠州、东莞的高速公
路将汇入国家交通网。

中铁十七局三公司正在建设的伊通河北北段综
合治理项目，周边河道曾经是污黑、恶臭、寸“木”不
生。项目进场后，建设者第一时间进行全线土壤检
测，为伊通河开出治病良方，邀请专家学者对植物种
植进行策划研究，为伊通河的“蝶变”提供科学依据。
如今的伊通河清澈见底，水流潺潺；两岸绿树成荫，青
草依依，成为长春市集防洪排涝、休闲观光、宜居宜业
于一体的生态区域。两年多的时间里，建设者累计完
成地形整理及土方平衡 87 公顷，播种草籽、花卉等植
被绿化地 73公顷，栽植乔木、灌木 54620 株。

左图为治理前的伊通河。
右上、右下图为修复后伊通河的两岸绿化生态。

孙克婷 摄

治理一条河治理一条河，，扮靓一座城扮靓一座城

火 烧 沟“ 涅 槃 重 生 ”
——铁五院勘察设计西宁市生态环境治理及修复工程侧记

通讯员 宋石磊 王 舒

本报长沙10月21日讯（通讯员何洪威
刘 胡）“招标发起人可以通过 OA系统，向
集团公司合格分包商名录库及分包商试用
库中的拟投标人发送招标信息。”近日，中铁
二十五局三公司经管部负责人朱波介绍，往
年招标需多次召开议标会议，耗时长、流程
繁杂。今年以来，他们开启了“云端招标”新
模式，前后成功完成劳务招标53次。

为推动劳务招标管理信息化，并给优
秀劳务队伍分包商提供交流与展示自我的
平台，近年来，三公司逐步建立起公司内部
劳务招标云端管理平台，并采用 OA 系统信
息推送、微信、QQ 群等方式同步推送招标
信息。应邀参加议标的投标人只需按照平
台指示，逐一上传对应附件资料进行线上
资格审查。经审查合格的投标人即可进入
最终议标环节。

线上审查的及时性让项目劳务队伍
“假选真定”、成本超标等各类问题无所遁
形。该公司经管部门足不出户，便能全过
程参与项目劳务队伍招标。朱波介绍：“近
年来，通过从平台上获得的各项目招标流
程、劳务队伍各类证件等相关资料以及劳
务队伍承包商的留言评论，我们已先后查
处了各项目存在的劳务队伍提前进场、劳
务成本超标以及不良信誉队伍入场等 8 个
问题，并及时整改到位。”

此外，对一些长期合作的劳务队伍，其
施工业绩、专业水平、信用评价等资信评审
的全程监督也变得更加便捷。据了解，该
公司还建立起云端数据库，定期录入劳务
队伍相关信息，构建企业内部施工劳务队
伍信息分享平台与试用分包商数据库，实
时审核，定期考评，构建完善的信用评价系
统，随时随地实现对公司所属 50 余个项
目、100余个劳务分包队伍的动态管理。

不可忽视的“站位”
钟 言

中铁二十五局四公司

“清单式”安全管理
让 隐 患 无 处 遁 形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工程太原姚村综合管廊通过验收

中铁十八局一公司

“智慧工地”赋能
项目“三化”管理

中铁二十五局三公司

“云上管理”让用工
监管在阳光下运行

巧 打 节 支“ 组 合 拳 ”
——中铁十二局二公司紫惠高速公路项目成本管理侧记

通讯员 徐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