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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坦桑尼亚查托 1月 11日讯（通讯员裴一凡）1 月 8
日，中国土木与坦桑尼亚国家铁路公司在查托签署坦桑尼
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伊萨卡到姆万扎段项目合同，合同额
约合人民币 85.78 亿元。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出席仪式
并见证签约。

此次签约的伊萨卡到姆万扎段项目正线全长 249 公
里，连接坦桑尼亚北部重镇伊萨卡与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
姆万扎。坦桑尼亚中央线标准轨铁路是连接坦桑尼亚及
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等周边国家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出
海通道，也是东非地区中部走廊规划网络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列入坦桑尼亚国家《2025 远景规划》及《2011—2025
交通政策实施战略》铁路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

据悉，坦桑尼亚境内有两条铁路，一条为连接坦桑尼亚
和赞比亚被视为“友谊之路”和“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该

铁路已由中国土木前身原铁道部援外办公室于 1967年建成
移交；另一条为沿东西方向横贯整个坦桑尼亚、具有百年历
史的中央线既有线米轨铁路。该铁路全线修复改造工程已
于 2020年 12月由中国土木成功实施。此次签约的中央线标
准轨铁路与既有线米轨铁路并行，是现代化标准轨铁路。

项目招标以来，中国土木紧抓市场机遇，组织优质力
量参与投标，最终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签署项目
合同。该集团深耕“一国一策”战略，扎根坦桑尼亚 40 年
来，在该国累计承揽 60 余个项目，覆盖铁路、公路、供水、市
政、桥梁、房建等多个领域，是在坦桑尼亚成立时间最长、
业务范围最广、综合实力最强的中资公司之一。

该铁路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坦桑尼亚交通运输能力，
大幅降低内陆地区运输成本，对于提升整个东非的交通运
输状况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 国 土 木 获 坦 桑 尼 亚中 国 土 木 获 坦 桑 尼 亚 8686 亿 元 订 单亿 元 订 单

本报北京1月11日讯（记者付涧梅 通讯员井 源）
日前，时速 350公里的合安（合肥到安庆）高铁正式通车，由
中铁建设精心打造的合安高铁庐江西站、桐城东站、桐城南
站，以人文精品客站矗立在合安线上，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线。以高铁客站建设拉动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是中铁建
设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又一圆满答卷。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中铁建设“赶考”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
一市沿途各市县，以客站建设和技术支持，持续服务大
规模、高标准铁路建设，着力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和跨区域合作。

深耕长三角区域 10余年，中铁建设承建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条建设里程长、投资大、标准高的高速铁路——京
沪高铁（世界上运营试验时速最高）的 12座站房及站改工
程、苏锡常沿线 6座站房等，形成了集设计、施工、维护于一

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了跨地区跨行业商品市场互联
互通，不断提高城市群“同城化”水平，实现了各城市群高效
联动，见证了“轨道上的长三角”活力迸发。

为提升人们出行体验，中铁建设高铁客站建设理念
也在迭代更新：从最初满足基本功能性需求，到逐步具
有艺术审美功能，再到如今以国铁集团“站城融合、绿色
温馨、经济艺术、智能便捷”铁路客站建设新理念为指
导，坚持精品目标、精心设计、精细管理、精致施工的新
一代高铁客站建设，更加注重客站与旅客的交互体验，
客站与周边配套设施的无缝衔接、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
合以及对地域文化的深度解读等。

中铁建设高铁客站建设经验丰富，在全国 46 条铁
路线上已经承建了 154 座站房，在江浙皖沪承建高铁
站房及站改工程近 30 座。针对长三角地区特点，他们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理 论 研 究 、工 程 试 验 以 及 大 量 工 程 实
践，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增强科研攻关能力，打造了一

大批标志性精品智能客站。全球首座实现一体化施工
的既有线车站——宁波站改工程、安徽省一次性投资
最 高 的 工 程 —— 合 肥 南 站 以 及 世 界 级 黄 金 旅 游 通 道
——杭黄高铁富阳站、桐庐站等客站，展示了中国高铁
站房建设的“主力军”和站房改造建设的“王牌军”风
采 。 他 们 以 高 铁 客 站 技 术 服 务 与 客 户 个 性 需 求 的 对
接，全面提升铁路站房建设水平，让高铁客站成为拉动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枢纽。

“到 2025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铁路网密度达到 507 公里每
万平方公里”，中央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纲要》已经为轨道上的长三角擘画了蓝图。中铁建设正
从区域高铁客站建设，延伸到站前广场等配套设施建
设、产业园区开发、城市综合枢纽建设等领域，不断扩大
公共服务辐射半径，为人们打造优质生活空间，推动形
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精铸高铁站房 推进城市互通

中铁建设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 2021 年 全 国 政 协 新 年 茶 话 会 上 ，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全国人民，发扬“为民服务
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精神，奋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是勤劳、苦干、
忠诚、顽强、开拓的代名词。回首极不平凡
的 2020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国铁建
直面危机主动求变，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积极投身战疫抗洪，率先实现复工达
产，坚决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奋力实现稳
增长，交出了一份可喜答卷。这份成绩的背
后正是中国铁建广大干部职工发扬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三牛精神”的心血结晶。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我国
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也正在发

生深刻复杂变化。新的一年，中国铁建要实
现“在变局中开新局”，保持稳健发展的良好
态势，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还有很多险
滩要涉，正需要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三牛精
神”，争创“牛”绩，共开“牛”局，凝聚企业改革
发展的最大合力。

强化服务意识，争当“孺子牛”。“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中国
铁建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广大职工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要多下基
层，心系职工，广收信号，了解掌握基层一线
生产经营的堵点难点，倾听职工群众的心声
诉求，正面回应职工群众的焦点关切，积极寻
求解难题、除病灶、祛沉疴、谋发展的实招良

药，挽起裤腿知水深，撸起袖子加油干，切切
实实为基层一线和职工群众排忧解难。

善于创新求变，勇当“拓荒牛”。“惟改革
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没有

“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拓荒精神，就没有企业
发展“春天的故事”。进入新发展阶段，基建
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加速推进，同行业企业的发展方式、管理
模式和运行机制在不断创新，满足现状、固步
自封、思维僵化，迟早会被淘汰出局、被时代
抛弃。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要敢下先手
棋，善打主动仗，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
念和体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统筹推
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在经营承揽、资源引进、科技攻关、薪酬分配
等领域敢闯敢试、破局开路，把“荒地”变“良

田”，为企业发展蓄势赋能。
坚持苦干实干，甘当“老黄牛”。“老牛亦

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没有苦干实
干，哪有果实飘香。无论是工程建设的攻坚
克难，还是顶层设计的谋篇布局，无论是机
械轰鸣的“一线战场”，还是创誉增效的默默
付出，各个层级、各条战线都需要“老黄牛”
的出力流汗。广大干部职工要发扬艰苦奋
斗的“老黄牛”精神，勇于负重、甘于奉献，拉
车不松套，履责不掉链，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干好本职工作，一点一滴汇聚磅礴之力，一
砖一瓦垒起宏伟大厦。

新一年，新征程，新阶段，新使命。唯有
铁建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三牛精神”，汇聚

“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奋斗合力，才能续
写中国铁建品质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大理1月11日讯（记者
王飞辉 通讯员杨 旭 丁 迪
吴 东）日前，投资超过 780亿元
的云南最大规模引水工程滇中
引 水 项 目 建 设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狮子山隧洞安全掘进突破
10 公里，为整个工程提前一年
建成通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 投资超过 780 亿元的滇
中引水工程是目前我国在建规
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水资源配
置工程，被列为国务院 172 项节
水供水十大标志性工程之首，
计划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金沙江
干 流 引 水 至 云 南 滇 中 干 旱 地
区，全线输水总干渠长 664.24公
里，其中引水隧洞长度达 611.99

公里，为世界之最。由中铁十
八局参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狮
子山隧洞全长 29.42 公里，穿越
8 条地质断裂带，以及高烈度地
震区和毒气地段，工程面临多项
世界级技术挑战。

据了解，滇中地区是全国干
旱最严重地区之一，目前人均占
有水资源量仅为 700 立方米左
右，远低于人均水资源量 l700立
方米的警戒线。为此，国家集中
人力财力，全面布局建设该特大
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受水区共涉
及 6 州（市）的 35 个县（市、区），
面积 3.69万平方公里，受益人口
超过 1100 万，整个工程预计在
2026年之前全面建成。

本报泰国曼谷 1月 11日讯
（通 讯 员王黎旭 王松锋）近
日，铁建国际签约泰国生物柴
油储油罐和炼油厂项目商务合
同，合同金额约 1.2 亿美元，折
合人民币 7.84 亿元，这是中国
企业在泰国的首个生物能源生
产、储存项目。

该项目包括洞萨港与祖沙
湄港码头岸边储油罐区，春蓬
府和罗勇府 3 个生物柴油炼油
厂的施工图设计和土建施工、
机电设备及管道安装等。项目
棕榈油精炼和分提工程、生物
柴油工程、储存运输工程和厂
房钢结构工程，将采用我国最
先进的工艺、设备和技术方案。

铁建国际东南亚区域公司
总经理罗文表示，将与泰国当

地大型棕榈油企业寰球国际有
限公司在工程承包、物流、绿色
能源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
同推动项目实施。双方将致力
于为中泰企业携手推动绿色投
资，建立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提
供范本。

当前，绿色复苏成为全球
疫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棕榈油原油作为生物质
资源，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
清洁能源。泰国生物柴油储油
罐和炼油厂项目实施，将有力
提升当地生物能源生产和储存
能力，减少石化能源使用，带动
清洁能源产业升级，增加当地
收入，为保护当地环境，携手打
造“一带一路”绿色工程发挥典
型示范作用。

发扬“三牛精神” 续写发展新篇
王飞辉

本报深圳1月11日讯（通讯员
姜 晗）近日，由中铁二十局承
建的亚洲区域集中供冷规模最
大的冷站——深圳市前海集中
供冷系统 5 号冷站主体工程全
面完工。

该工程位于前海湾西岸地
下 3 层至 4 层，为全埋地下式建
筑，总建筑面积 3.25 万平方米，
采用电制冷和冰蓄冷技术，服
务建筑面积可达 270 万平方米，
总供冷量约为 6 万冷吨。深圳
市前海片区集中供冷系统规划
有 10 座冷站，建成后将成为世
界最大的区域集中供冷工程。
其 中 ，5 号 冷 站 是 供 冷 规 模 最
大、服务面积最广的，是节能减
排、美化市容的创新工程、节能
工程、环保工程。

该工程距离海岸线不足 70
米，基坑北侧不足 10米就是沿江
高速高架桥，地质层厚薄不均、性
质各异，加之开挖深度达 24 米，

且受潮汐影响大，地下水丰富，施
工难度和安全风险极高。

在 安 全 风 险 最 高 、难 度 最
大的临海近桥墩基坑施工中，
中铁二十局总结出复杂地质条
件下咬合桩的成孔施工经验，
应用临海近桥墩基坑抗变形围
护体系施工技术，并在围护桩
及抗剪排桩施工中采用成孔控
制技术，有效防止了钻孔因遇
孤石、淤泥等不良地质造成偏
孔、塌孔现象。项目团队撰写
的《临海近桥 墩 基 坑 抗 变 形 围
护体系施工工法》荣获广东省
省级工法，为前海临海复杂地
质 下 深 基 坑 开 挖 施 工 技 术 积
累了施工经验。

施 工 中 ，中铁二十局建设
者先后获得全国 BIM 技术大赛
公共基础设施综合类金奖、国
家级 QC 成果 2 项、省级 QC 成
果 4 项，以及深圳市“双优工地”

“优质结构工程”等 20余项荣誉。

本报兰州1月11日讯（通讯员
许 岗 闫彦龙）1 月 7 日，由中
铁二十局市政公司承建的西北最
大、最先进的金融仓储基地——甘
肃公航旅金融仓储基地迎来首批
满载货物的搬仓车，至此国内一线
电商京东集团旗下京东物流正式
成为首批入驻该基地的物流企业。

地处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的甘
肃公航旅金融仓储基地，是甘肃省
首家高标准金融仓储基地。项目总
占地 752亩，规划建筑面积 27万平

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
于 2019年 3月开工，2020年 10月通
过竣工验收，建筑面积 7 万多平方
米，主要含现代化综合库4座、冷库1
座、大底盘车库1座、服务楼2座，以
及近8万平方米的园区道路。

施工中，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
践行“品质铁建”理念，全面推行科
技创新、样板引路，创造出“当年完
工，当年投产运营”的高速度，多次
被树为标准化施工观摩点，先后获
得甘肃省“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和全

国“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等荣誉。
据了解，该金融仓储基地的投

产运营，将为甘肃、青海、宁夏、西
藏、新疆等西北省区物流、工矿、商
贸等企业提供产业集聚、信息共
享、金融支持、仓储配送、报检通关
等全程供应链服务，实现跨地区物
流集散、区域物流配送、物流金融、
保税仓库、信息化服务一体化。对
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兰州
新区成为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流通
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报北京1月11日讯（通讯员郑传海 曹筱璐 焦红旗）
日前，北京东站、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及其站场
信号列控系统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成，打破了北京地区高
铁线路互联互通“瓶颈”，京沪、京广、京张、京沈高铁列车
可无切换接入北京站，实现枢纽内高铁列车贯通运行。

据介绍，为实现北京地区铁路枢纽互联互通，使市郊
高铁列车经东北环线驶入北京站，并由北京东站始发，需
要先行实施北京东站、北京站、北京西站和北京朝阳站信
号系统升级改造，确保 2020 年底顺利开通运营。

其中，由中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京唐项目部承建的北
京站至北京西站地下直通线列控系统升级工程和京哈铁
路北京站至燕郊站普速场工程，是京唐城际铁路引入北京
地区铁路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信号系统升级改
造、房屋建设工程及通信、电力相关工程。线路涉及北京
西站至北京站、北京东站、双桥上下行场、通州站和燕郊站
等 6 站 7 场。此外，北京东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又都是大
型铁路枢纽车站，施工难度大。

为了确保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成，项目部超前谋划，
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安全应急预案和后勤保障措施，明
确人员主体责任，细化施工任务，精心组织 300 多名员工参
与施工，确保了“一线不错，一点不差，一事不出，一开必
通”的开通目标。

北京西站至北京东站信号列控系统改造完成后，东北
环线及市郊列车实现与北京站联通，为实现北京地区铁路
枢纽和京津冀互联互通，消减和疏解北京中心城区客运通
行压力，释放既有铁路线路运能，方便华南、华东、华中、西
南和西北高铁经由北京地区的铁路枢纽，进出我国东北地
区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重庆1月 11日讯（通讯员刘 亭 李小香）近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通道——中铁建重庆投资集
团投资的永泸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运营维管、交安养护、
商业开发、油品供应等分别由该集团 4 家公司承接，这是该
集团高速公路全产业链运维的又一成果。

多年来，该集团坚持深耕重庆，立足交通，以“做强主
业、多元发展、差异化竞争”总体战略，发挥全产业链优势，
巩固高速公路运营维管主营业务的领先优势，打造转型升
级发展新动能，加速推进区域发展。

高速公路是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的主营业务板块。
目前，该集团在渝投资高速公路 16 条，总里程约 1100 公里，
承接西南高速的运维任务，是中国铁建两大高速运营商之
一。为适应“大运营”需求，该集团按照“1+3”管理架构，设
置运营管理中心，统筹协调和管理高速公路运营事务，成
立运营、养护、资产经营专业化公司，延伸产业链条。为顺
应中国铁建培育高速公路新兴产业要求，他们瞄准“成为
最具品质的高速公路运营服务商”的愿景，构建了“铁建高
速·品质之路”的运营文化体系，提出了“志在四方、品行天
下”的铁建高速品牌文化理念，形成了“铁建高速”文化、商
业、服务三维立体品牌。其中，“一十百千万亿”系列商业品
牌促进“高速+”产业快速发展，已建“铁建一程”“铁建百味”

“铁建千里”等 14 家品牌形象店，研发“万家+”系列矿泉水、
纸巾、红酒等 10余种商品，全产业链式开发高速公路资源，
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集团还成立了实
业发展公司，全面负责“高速+”产业经营开发，与中石油、
中石化合作经营的油品贸易实现营业收入 8.45 亿元；成立
专业化养护公司，大力推进“专项养护总承包”，构筑“全寿
命周期养护”新格局，养护金路公司完成新签合同额 5.65
亿元，激活产值内外双循环，加速推动运维新兴产业发展。

据悉，截至目前，该集团运营高速公路 8 条，总里程
581 公里。“铁建高速”全产业链运维模式也将嫁接进各条
运营高速的管理体系中，高速公路附属产业经营产值也
将超过 50%。

云南在建规模最大
引水工程取得新突破

铁 建 国 际 签 约 中 企
在泰国首个生物能源项目

亚洲区域集中供冷规模最大
冷站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北 京 地 区 铁 路 枢 纽
列控系统升级改造完成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

延 伸 运 维 产 业 链
走 出 转 型 新 路 径

西北最大金融仓储基地迎来首批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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