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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15 日讯（记 者
王 维 通讯员项德葵）1 月 13 日
上午，中国铁建党委书记、董事长
汪建平，总裁、党委副书记庄尚标在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总部拜会中国南
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蒋旭光，
总经理张宗言，双方就南水北调工程
建设及相关产业合作事宜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汪建平感谢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对中国铁建的信任和支持，并介绍
了中国铁建基本情况。他说，南水
北调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伟大壮
举，是造福后世子孙的世纪工程、战
略性工程。中国铁建先后参与了南
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建设，创造了
良好业绩，积累了丰富经验。站在

“十四五”新的起点，中国铁建愿与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建立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深入参与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的指示批示精神，提高政治站
位、履行央企责任，把工程打造成为
经 得 起 历 史 检 验 的 精 品 工 程 。 同
时，不断拓展双方多产业合作，全面
提 升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的 综 合 效
益。

蒋 旭 光 对 汪 建 平 一 行 到 访 表
示欢迎，感谢中国铁建对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介绍

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组建以来的基
本情况和后续建设规划。蒋旭光
说，组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
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任务重，需要
各 行 各 业 的 鼎 力 支 持 ，特别是中
国铁建这样实力雄厚、经验丰富、
能打硬仗的国字号队伍发挥主力
军作用。希望双方齐心协力，高质
量建设好这项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的伟大工程。

庄尚标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成立表示祝贺。他说，南水北调是
国之大事，作为建筑央企，参与南
水北调工程建设既是使命担当，又
是自身发展所需。中国铁建拥有
7+1 业务板块，具备为业主提供一
站式综合服务的能力，希望继续参
与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为保障
国家水安全和保护生态、服务经济
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贡献“铁建方
案”和“铁建智慧”。

张宗言表示，中国铁建拥有红
色基因、家国情怀，创造了许多彪
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中国南水北
调集团愿意深化与中国铁建的交
流合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水
北调工程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切
实完成好后续任务，加快形成“四横

三纵”国家骨干水网，在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中，将双方互利合作推向新
的高度。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副书记、
副总经理于合群，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孙志禹、赵登峰，中国铁建党委常

委、副总裁李宁，副总裁倪真，以及中
国南水北调集团、中国铁建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汪建平、庄尚标拜会中国南水北调集团
党组书记、董事长蒋旭光和总经理张宗言

图为 1 月 13 日，汪建平、庄尚标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蒋旭光，总经理张宗言会谈现场。
黄诗伟 摄

本报西安 1 月 15 日讯（记 者赵渊青
通讯员陈 辉）安哥拉卡宾达供水工程顺
利 通 过 验 收 、莫 桑 比 克 中 非 赛 赛 农 业 合
作 项 目 第 四 季 水 稻 种 植 工 作 全 部 完 成 、
马拉维南部道路项目提前 30 天完成施工
任 务……日前，中铁二十局海外各在建项
目捷报频传，迎来海外施工生产的首高峰。

安哥拉卢奥至稀松布道路修复工程、
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巴西跨海大桥等
项目相继落地，中铁二十局在海外防疫战
中采取多项措施，筑牢海外疫情防线，助力
生产经营稳步提升。

当前，在境外疫情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为
确保施工生产顺利推进，中铁二十局结合海外
疫情形势，因地制宜细化强化疫情防控举措

“防火墙”，确保海外项目防疫生产两不误。中
铁二十局所属境外公司、境外事业部、48个在
建项目调整非关键性施工节点计划和人员安
排，非生产岗位的当地员工居家办公，对中方
员工实行封闭式管理，全部投入施工生产。

安哥拉卡宾达供水工程验收前，安哥
拉国际公司从安哥拉奎托机场、奎托供水
等项目抽调多名技术人员，带领当地劳务
人员，在各个施工要点加班加点作业，仅 3

天就完成了 432 米的输水管道安装任务，确
保了项目如期完成施工任务。

该集团莫桑比克国际公司对在建的5个项
目定期召开工作周例会，统筹部署防疫生产工
作，对项目每月落实事项、完成情况、未完成的
原因分析、重难点工作事项以及项目预警，采用

“五色图”进行分析，促进项目管理施工生产。
在中国铁建首个秘鲁安第斯国家公路

项目施工现场，100 余台土方设备整装上
阵，900 名施工技术人员和当地劳务人员分
布在 150 公里线路上，盯紧关键施工环节，
在元旦前快速完成节点目标任务。

本报北京 1月 15日讯（记者余 智）近日，由
中铁二十二局参与的联合体中标的四川达州“双
城一线一园”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开工建设，项目
估算投资 566.6 亿元，是目前中国铁建体量最大的
片区开发项目。

2020 年以来，中铁二十二局咬定“目标不变、
指标不减”，做足“服务”功课，通过“铁建方案”“铁
建定制”推动品质经营落地生根，全年经营承揽成
绩喜人，完成总产值逆势上扬，超额完成年度计划。

该集团扎实做好高端经营，集团领导频频开
展高端对接，定期回访政府和平台公司，2020 年与
政府、业主等互访达百余次，并全力配合中国铁建
及兄弟单位开展协同经营，做优“铁建方案”，为斩
获优质项目打下坚实基础。在河北保定，华北区
域总部和铁建投资牵头引领、参与投标的两项片
区 开 发 项 目 均 已 中 标 ，总 投 资 约 338.23 亿 元 。
2020 年，该集团以联合体方式中标了 10 余个 PPP、
EPC 项目，协同经营效果显著。

获得订单后，该集团用一流服务和精品工程
回报信任，通过干好在建、以干促揽，加大资源投
入，与属地政府等开展常态化交流等，不断拓展市
场边界。五公司重庆“北碚”项目群推行属地片区
14 个项目集中管理，以干好在建项目站稳属地市
场，相继中标缙云山生态治理、重庆智能传感器特
色产业基地等一大批本地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涉及新基建、市政、房建、生态环保、轨道交通
等多个业务板块，合计金额 29.67 亿元；在千里之
外的东北，该集团依托一公司连续打造哈齐客专、
哈牡客专、京通铁路等精品工程业绩，一举拿下
24.58亿元的新建铁力至伊春铁路先行站前工程。

本 报 昆 明 1 月 15 日 讯（ 通 讯 员
赵 溪 莹）1 月 13 日，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
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墨江至临沧高速公路
全线开始试通车。这标志着中国铁建在云
南投资建设的首个国高网 PPP 项目即将收
官，连通云南 6 个县区，辐射 18 个国家级、
省级口岸的大通道建设更加完善。

墨临高速公路位于滇西南地区，止于
中缅边境城市临沧市临翔区，全长 236 公
里，是云南省一次性建成通车里程最长高
速公路。自 2018 年全面开工建设以来，中

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协同中铁十一局、中
铁十六局、中铁十八局等 12 家单位，攻克多
项施工难题，确保工程顺利完成。

地处云贵高原西南边缘的墨临高速公
路，先后穿越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哀
牢山、无量山，桥隧比超过 60%，地质条件复
杂、稳定性差。建设过程中，中国铁建针对
桥梁施工开展设计、施工关键技术专题研
究，采用组合折腹桥梁代替传统混凝土桥
梁，为云南省同类桥梁建设积累了成功经
验。此外，他们还引入“互联网+质量管理

系统”，启用工程进度分级预警机制，确保
安全质量和工程进度同步抓实。

墨临高速公路不仅结束了临沧市没有
国家高速路网的历史，还有助于形成大滇
西旅游环线，推动滇西南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该项目也将成为云南主动融入“一
带一路”建设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国
家战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的重要通道，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
内国际双循环”打下基础，助力西部大开发
新格局的形成。

本报北京1月15日讯（通讯员王 舒 王 伟
林 凤）1月9日，由铁五院负责勘察设计、中铁十四
局施工的苏州市桐泾路北延工程，完成了城市隧
道史上最难的“穿越之旅”——直径 13.67 米大直
径盾构顺利穿越时速 350 公里的沪宁城际高铁，
而过程检测数据显示累计沉降量小于 1 毫米，标
志着世界首例大盾构穿越运营高铁成功实施。

苏州市桐泾路北延工程位于千年古城老城区
内，线路全长 2490米，是跨越城市的最长南北主干
道，却成为苏州 10年南北互通困难的“槽点”：打通
这条路要面临在 400多米距离内，让大直径盾构顺
利穿越——30米即侧穿万顺楼等文保建筑，118米
下穿山塘河，并要保障大直径盾构下穿沪宁城际
高铁桥梁时，沉降控制不能超过 2毫米。

同时，高铁桥梁下作业空间仅有 4 米，要在 4
米净高条件下埋入 30米长的隔离桩来保障大盾构
通过，此前国内外均无类似施工技术案例。2017
年 2月，铁五院受苏州市委托开展该工程可行性研
究，为打通下穿沪宁城际这一“痛点”，成立攻关组
开展理论模型研究、新型结构设计、精准施工控制
和全过程风险防控研究，创新性研制了可满足在
低高条件下施工的“低净空全套管灌注桩机”及相
关技术，填补了国内外施工技术空白。

而地下“穿越”时速 350 公里的沪宁城际高
铁，对盾构施工过程要求极高。为了保障施工安
全，建设者进行了加装隔离桩、同步注浆等全方
位的加固防沉降措施。

中铁二十局

海 外 施 工 生 产 有 序 高 效 推 进

中铁二十二局

做足服务“功课”
提 升 经 营 品 质

中缅大通道墨临高速公路试通车世界首例大盾构
成功穿越运营高铁

本报北京1月15日讯（记者王 莹）
1月 14 日，《中国铁道建筑报》新华号
成功上线。至此，该新华号与去年入
驻的强国号和人民号共同构成《中国
铁道建筑报》三大新媒体传播渠道，
形成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新媒体传播
为保障的融媒体传播矩阵，进一步提
升了《中国铁道建筑报》传播力和影
响力。

新华号是新华社新华网客户端推
出的新媒体平台。该号聚合新华社、新
华网资讯和原创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

内容发布和全流程信息管理服务。本
报新华号上线当晚，推送的中国铁建
抢建石家庄隔离点系列报道，第二天
一早点击量即超 40万+，15日推送的 1
篇报道 1小时点击量突破 13万。

去年以来，作为中国铁建主流媒
体的《中国铁道建筑报》，进一步优化
内容生产方式，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对
报纸 PC 端进行了优化提升，上线了手
机报；入驻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三大
中央主流网端人民号、强国号和新华
号，形成“1+4”融媒体传播矩阵，通过

PC 端、手机移动端等互联网传播渠
道，发布图文、音视频等高质量的新闻

“拳头产品”，突破资源上的“有限”和
覆盖上的“界限”，加快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

2021 年，《中国铁道建筑报》将按
照融媒体生产方式，对“1+4”融媒体
传播矩阵进行整体资源的优化配置，
创新内容表达和传播方式，全景式展
示中国铁建形象，讲好中国铁建故事，
传播中国铁建好声音，不断适应和满
足新形势下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中国铁道建筑报中国铁道建筑报》》新华号上线新华号上线
与手机报、人民号、强国号共同形成“1+4”融媒体传播矩阵

本报襄阳1月15日讯（通讯员杨卓超 刘明川）
1 月 11 日，由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承建的国家重点
铁路项目郑（州）万（州）高铁全线最长软岩隧道保
康隧道贯通。

郑万高铁全长 818公里，与已开通的渝万铁路
共同组成郑渝高铁，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批复
的重要区际干线。保康隧道全长 14574米，最大埋
深 504米，设计为单洞双线隧道。隧道穿越 6条断
层，软岩占比 98.7%，存在突水突泥、断层破碎、危岩
落石等风险，日最大涌水量达78496立方米，相当于
每天排出31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施工难度极大。

开工之前，项目部请业内相关专家有针对性
地制定相关方案，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施工
方案，创新采用全国最先进的钻爆法施工工装设
备，保证了施工质量和安全。

为解决复杂地质难题，建设者将机械化与信
息化深度融合，建立了国内最先进的智能化建造
生产线。同时，他们依托云端平台，建立“洞内
——洞外——云端信息”三级传输体系，使项目
管理和施工技术人员通过手机端共享全部施工
信息，及时协调现场工序和掘进参数，确保隧道
安全贯通。

郑万高铁全线最长
软 岩 隧 道 贯 通

同心协“冀” 共克“石”艰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过去的
52个小时之内，中国铁建千余人抢建石家庄集
中隔离点——黄庄公寓隔离场所的战役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

1 月 13 日上午，接到地方政府紧急通知
后，中国铁建闻令而动，召开动员大会，由中
国铁建华北区域总部牵头成立黄庄公寓建设
指挥部，统筹协调资源，分成两个工区，实行
挂图作战。

中国铁建负责抢建的隔离点位于正定县诸
福屯镇固营村内，项目占地 277亩，将建设 2500
余间集成房，用于安置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和次
密切接触者等人员。

中铁十四局和中铁十二局分别负责两个
隔离单元的施工建设任务；中铁建电气化局
负责动力照明、通信、弱电及监控系统施工；
中铁建设负责通风、给排水施工；中铁十七
局、中铁二十局负责完成指定区域的模板支
护、混凝土浇筑以及板房安装等工作；中铁物
资负责油品供应；中铁城建两支援建队参与

支援。现场场地平整组、土建施工组、板房安
装组、水电协调组及后勤保障组通力协作、密
切配合、强力推进。

疫情面前，挺身而出无所畏惧！一声声
“我报名”不绝于耳，一封封请战书上按满手
印，一批批逆行者义无反顾，奔赴“战场”。

施工现场吊车林立，推土机、挖掘机、渣
土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车来回穿梭。伴随着
阵阵轰鸣声，建设者们不畏严寒、争分夺秒、
彻夜奋战，中国铁建跑出现场最快速度。

中铁十四局滹沱河生态修复项目部体量
大、工期紧，进场了大量人力和机械。原本准
备冬季大干，接到援建通知，项目部第一时间
成立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把鲜红的党
旗插在最前线。

中铁十四局石家庄产业园质检员刘普和
女友商定好近日去领结婚证，不承想疫情形
势严峻。单位接到石家庄集中隔离点抢建任
务，刘普坐不住了，打电话跟女友商量，本以
为女友会不高兴，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作为地

道河北人的女友比他还积极：“全力支持你参
建！等你平安归来，疫情过去，咱们再结婚，
幸福不差这些天！”

像刘普一样，建设者们都是舍小家顾大
家，不惧风险，勇往直前，用行动展现和诠释
着抗“疫”精神和家国情怀。“为了河北，我们
也得作贡献。”土方队工人申建国从 13 日 16 时
就到了现场，他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中国铁建
千余名建设者的心声。

中铁十二局滹沱河生态修复项目负责人
张庆华介绍，由于是 24 小时不间断施工，尽管
现场施工热火朝天，但到了凌晨 3点到 6点，气
温接近零下 10摄氏度，加上方圆几公里没有任
何遮挡物，刺骨的寒风尽情肆虐，发出呼呼的
声响，工人们腿脚都冻得生疼，项目部只能将
部分人员安排到仅有的两辆大巴车上轮流休
整。“尽管如此，到 14 日凌晨 2 点，全部场地已
平整，开始浇筑混凝土、硬化地面。”张庆华说。

黄庄公寓隔离区建设无时无刻不牵动着
社会各界的心。有设备供应商在看到消息

后，主动给后方公司物资部门打去电话，表示
愿无偿提供设备供隔离区建设。网友的留言
中更是正能量满满，“我是定州人，强弱电工
请求出战！”“我也想去，报名！”……

不仅如此，媒体对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建设
给予高度关注，力争第一时间将前线进展情况
呈现给全国观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中新社等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相关
话题一天三次冲上新浪微博热搜，多家媒体开
启“云监工”模式。现场新华社记者在直播中
与广大网友分享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一两个小
时后，他们在场地里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车，因
为虽然车没移动，但现场已经大变样。这就是

“中国速度”！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更是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

截至 1 月 15 日 18 时，中国铁建累计投入
1300 余人，机械设备 300 余台，搭建板房 600
余套，施工体量、进场人员和机械设备数量居
所有参建单位之首，接下来还将持续增加以
保证现场施工进度。

通讯员 方洪祥 李金雨 郭俊江

——中国铁建火速抢建石家庄集中隔离点侧记

本报珠海 1月 15日讯（记者张一同 通讯员
孔 磊）日前，由于运营筹备工作开展有力，铁建
投资在甘肃、山东和湖南 3 条高速公路提高收费
标准获得批复，预计运营期内可额外增加通行费
收入 8800 万元。

运营筹备是紧密衔接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的
重要流程，科学高效的筹备工作，可让项目高质量
过渡到运营收费阶段，从而降低管理成本，保障企
业收益。

经过到多家央企及省属高速集团调研，铁建投资
制定了《高速公路项目运营筹备期常见问题及应对措
施》《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筹备工作指南》等多项制度
规范，特别是《运营筹备计划表》所列 74项内容，涵
盖了开通运营筹备所有工作，是一份流程完整、指向
明确、容易操作的高速公路运营筹备说明书。

铁建投资始终坚持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理
念，要求旗下运营公司从项目经营、设计、建设期
就深度介入，优化方案，降低成本。全国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取消前，由于当时总体方案不稳定，为
避免浪费投资建设“废弃工程”，铁建投资运营公
司提前协调管理单位优化建设方案，最终共计节
约 2600 余万元。同时，在保证不影响设计、施工
进度前提下，他们对各高速公路沿线房建设计、施
工工程提出优化意见 80 余项，极大地提高了房建
工程实用性和经济性。

铁建投资还参照高铁及港珠澳大桥工程的高
标准工艺经验，编制《高速公路精细化管理机电工
艺指南》，筹备项目按照规范施工后，机电日常维护
效率可提升 45%以上，运营期机电维护成本至少降
低 15%，机电设备使用寿命将延长 1年至 2年。

铁建投资

高品质运营筹备
助 力 降 本 增 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