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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俊江

今年立春以来，许多新项目相继
上场，做好项目上场前期筹划显得尤
为重要。布利斯定理指出，用较多的
时间为一次工作事前计划，做这项工
作所用的总时间就会减少。打赢新项
目开局战必须从预控开始，布好局、开
好头，才能走稳路。

从项目管理生命周期视角来看，
项目建设如离弦之箭，一旦开工，便没
了“回头路”。前期预控的好坏直接影
响到项目后期的施工进度、创效创誉、
市场影响以及安全质量等多个方面。
因此，项目管理者抓好前期预控必须周
密策划、通盘考虑。要把握好当前与未
来、现场与市场、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既
要抓好常规性的方案筹划，做好技术、
成本、预控，也要从立足市场、打造亮
点、谋求发展的高度开展预控管理。

首先，立足方案抓预控，为上场项
目精密布局。方案是项目上场预控的
核心。要立足成本、技术两个支点，开
展项目上场“双预控”，充分结合项目
管理特点，强化实地勘察。充分围绕
项目组织架构、人员要素配置、施工场
地布局、项目财税筹划以及施工参数、
工程结构等方面筹划方案，进行方案比
选、优化和改进，通过持续的“兵棋推
演”，不断推动技术和成本精细化，用最
少量的投入、最优化的配置、最合理的
安排，深入挖掘工程优化、技术创新的
潜力，实现项目成本的最小化和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深挖项目创效创誉潜力。

其次，立足风险抓预控，为项目建
设保驾护航。新上项目的预控管理既要往前看成本效
益，也要往后看风险隐患，预控既要控成本，也要控风
险。项目上场伊始，建设者初来乍到，工程建设、地方征
拆、物资运输、既有线路干扰、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相互
交织，为生产建设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抓好风险预
控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做好“加法预控”，全面梳理风险、
识别风险、管控风险，在开工伊始就要制定好化解风险的
举措，增加应对选项，全面兜底风险，确保项目建设管理
始终处于风险可控状态。

最后，立足市场抓预控，为长远发展谋划方向。新上
项目作为企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新环境的“首秀”，对
其预控必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规划性，能够安然适应
项目建设未来几年的市场和环境变化。要充分结合项目
所在地的长远规划、发展形势和整体布局，充分把握现场
和市场的关系，围绕诚信预控、责任预控、品质预控和形
象预控，进场伊始就要打造规范标准的施工管理体系，以
最佳状态、最佳形象、最佳管理完成开局，提升项目建设
和现场管理水平，充分获得市场信赖，为后续的滚动发展
打造坚实稳固的基础。

本报汕头4月 7日讯（通讯员刘福昌 杨庆宇）
近日，由中铁十四局施工的汕（头）汕（尾）铁路汕
头湾海底隧道“永平号”盾构机顺利始发掘进，标
志着世界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海底隧道开始
海底段主体施工。

汕汕铁路起自广汕铁路汕尾站，终至广梅汕
铁路汕头站，正线全长 162.368 公里，设 7 座车站，
汕头湾海底隧道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汕头湾内，是
汕汕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全长 9191 米，其
中穿越汕头湾海底段 2169 米采用盾构法施工，盾
构机刀盘开挖直径 14.57 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
高铁海底盾构隧道。

据中铁十四局项目部盾构负责人赵海涛介
绍，盾构穿越汕头湾海底地层复杂。隧道最大埋
深 67 米，最大水深 10 米。在海底洞室内拆解超大
直径盾构机为国内首次。为攻克难关，建设者充
分发挥长江越海盾构施工核心技术优势，在专家
团队指导下，量身打造的“永平号”混合式盾构机，
滚刀刀间距 90 毫米，可以有效磨碎岩石，防止硬
岩卡住刀盘，提高掘进效率。

本报南昌 4 月 7 日讯（记者王崇燕
通讯员马 勇）近日，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在江西区域市场接连中标南昌市新建区
欣悦湖大厦和新建区流湖镇温泉大道、
和谐大道两项 EPC 总承包项目，累计投
资额达 15.1 亿元。这是该公司在深耕江
西市场、做强属地经营方面取得的又一
重要成果。

该公司自 2010 年 6 月进入江西市场
以来，始终坚持“管理项目就是经营市
场”“以做企业的心态做项目”的经营理
念，坚持“揽干并举、诚信经营、打造品
质”推动实现滚动发展。他们承建的中
铁十六局首个 BT 项目——南昌西客站
路网工程，在“全国第七届城市运动会”
100 个配套项目中成为“开工最晚、完工

最早、质量最好工程”。
“打赢一个点，带动一大片”。此后，

南昌站西花园还建房、九龙湖路网工程、
南昌市民广场、九仙温泉度假村、建军雕
塑广场、南昌县振铃路提升改造、赣江市
民公园景观绿化工程等项目施工权先后

“落户”四公司。四公司走上了抢占江西
市场“制高点”，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支柱
区域，努力实现属地化经营目标的“康庄
大道”。

近年来，四公司又将“高端运作、深
度开发、信誉优良”战略和“优选、创造、
抢占”战术深度融合，紧跟国家发展战略
和中国铁建发展大局，精选优势项目重
点布控、全面跟踪，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
协调、洽商合作，依托良好企业信誉和成

熟 BT 项目管理经验，将经营触角延伸至
各个施工领域和全新经营模式。2019 年
8 月，他们又承揽到九江城西港区铁路专
用线 EPC 项目，成功实现由高铁市场到
铁路专用线领域的转场。

据了解，该公司驻扎江西市场 11 年
来，依托项目创誉创效，不仅巩固了江
西“根据地”，而且将经营“朋友圈”扩大
到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共滚动发展
38 个优质项目，累计投资额 228 亿元，施
工领域由最初的市政工程拓展到房建、
铁路、水利、公路等领域，涉及总承包、
BT、PPP 和 EPC 等项目，实现了经营模
式多元化和施工领域多样化的战略目
标，成为该公司属地经营的第二大优质
支柱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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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7日讯（通讯员邹兆喜 任献杰）日前，首
届全国装配式建筑机电工程创新发展年会在京召开，来
自全国的建筑机电相关领域的企业代表、专家共同探讨
和分享行业创新成果，同期揭晓首届全国装配式建筑机
电工程“装配之星”奖。中铁建设设备安装公司的《北京
朝阳站机电安装及制冷站装配式安装工程》获得首届

“装配之星”奖。
近年来，中铁建设设备安装公司积极探索行业发展

新路径，以创新为先导，打造核心竞争力，成立智慧机电
产业研发中心，为燕翔饭店、昆明南站、北京朝阳站等重
点工程提供装配化服务，不但节省工期、提升质量，还节
省了大量成本，受到业主单位认可，实现以干促揽，同时
也为建筑机电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报杭州 4月 7日讯（通讯员付敏业 潘晶晶）近
日，中铁地产杭州花语天境项目叠墅产品迎来首开，38
套新品叠墅 15 分钟售罄，平均单套销售时长 20 秒，认购
金额近 4.5 亿元。千万级叠墅产品的热销，再次印证了
中铁地产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与卓越的产品品质。

据悉，该项目位于杭州城东新城板块，由 6 幢叠墅、7
幢高层组成，是中铁地产“江南系”都会雅居的高端代表
作品。双地铁口、1.8 容积率与匠心品质构成该项目的

“硬核产品基因”。高层产品自 2020 年 3 月首开以来，取
得了三开三罄的优异成绩。此次推出的为叠墅产品，共
38套，单价均超千万元。

2018年以来，中铁地产华东公司结合地域文化与市民
消费习惯，提出打造具有地域人文属性又匹配城市高净值
人群需求的“江南系”三大高端产品线，包括城市核心精装
大平层“都会雅居”、自然山水与便利配套相结合的“度假
别院”、中式院落产品“江南院子”。目前，该公司秉承“建
造关爱人与自然的建筑艺术品”的品牌主张，已在众多城
市打造了城市封面作品，取得品牌与销售业绩的双丰收。

中铁地产杭州花语天境项目

千万级叠墅产品15分钟售罄

获首届“装配之星”奖
中铁建设设备安装公司

世界首条时速 350 公里
海底隧道开始盾构掘进

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深耕江西市场“根据地” 扩大属地经营“朋友圈”

本报乌鲁木齐 4月 7日讯（通讯员林向东）日前，随
着乌鲁木齐北至将军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小黄山站铺架
基地及附属工程开始施工，标志着该项目全线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国家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重点铁路建设
项目，也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1
年重点新开工项目。该项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昌吉
州境内，线路全长约 264 公里，技术标准为国铁 I级、乌北
至准东段双线，全线电气化，旅客列车行车时速 120 公
里，计划于 2022 年竣工。

为克服项目设计工期短等困难，铁一院新疆院超前谋
划、未雨绸缪，根据前期审查意见提前安排项目勘察及初
步设计等工作，通过集中办公、提前介入技术指导、提前介
入文件审查等方式，按照要求及时完成了项目的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有力保证了项目开工目标的顺利实现。

据悉，乌鲁木齐北至将军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对落
实交通强国建设要求，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和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乌鲁木齐北至将军庙铁路
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开工

日前，由中铁十五局和铁建重工等联合制造的敞开式 TBM 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区下线。该设备的下线，标志着敞开式
TBM 将首次用于煤矿长距离斜坡道施工，将开创煤矿斜井采用敞开式 TBM 施工先例，并将促进煤炭行业装备智能化水平提升。图
为与会嘉宾为设备揭幕。 黄 杰 摄

国内首台国内首台（（套套））应用于煤矿长距离斜井施工敞开式应用于煤矿长距离斜井施工敞开式TBMTBM下线下线

“岭峦涌作千顷海，峰簇栽成万仞葱”。险峰峡谷纵横交
错，江河溪流源远流长，湖泊温泉星罗棋布，造就了云南这块
神奇美丽的乐土。同源，大自然赐予云南壮美景致的同时，
也把交通阻隔这一最大考验留给云岭各族儿女，特殊的地形
地貌使云南省山区面积占比高达 94%，“筑路梦”成为一代代
人的心结。“众人都说蜀道难，蜀道哪有滇道难，大江湍急大
山蛮，铁路漫漫云中绕，汽车蜿蜒顺山还”，云南百姓口中的
谚语成了云南交通设施最真实的写照。

交通曾是制约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最致命的短
板，云岭儿女走出大山的步履曾是那么沉重。时至今日，交
通先行成为云南融入国家战略、发挥区位优势、实现跨越发
展的先手棋。在时序更替的漫长征途中，中国铁建将国家战
略、地区振兴和企业发展相结合，贡献“铁建力量”“铁建方
案”“铁建智慧”，与千万云南人民共同谱写了一篇“誓把天堑
变通途”的时代新篇章。

构建内通外联 提升区位优势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生活在东中部地区的人司空见
惯。但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云南交通发展十分缓慢，成为
云岭儿女遥不可及的梦。

正因如此，筑路铁军中国铁建与云南有着割舍不断的绵
绵情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打通西南交通、巩固边防、开发
资源，开始了内昆铁路和滇黔铁路建设。中国铁建的前身铁
道兵部队陆续开赴云南，不畏艰险，于高山峡谷间，克服山川
河流的阻隔，披荆斩棘，先后参与修复了滇越铁路，建成了贵
昆铁路、成昆铁路等钢铁大动脉，用心血和汗水筑起云南交
通发展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交通建设跑进新时代。2016 年底，
中国铁建参建的沪昆高铁、云桂高铁云南段开通运营，云南
正式连通全国高铁网，迈入高铁时代。两条高铁连接着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为云南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动力引擎。

高铁建设突飞猛进，高速公路同步推进。2006 年 4 月 6
日，由中铁十二局、中铁十六局等单位参建的我国第一条经
过热带雨林的生态高速公路——云南思（茅）小（小勐养）高
速公路通车。作为昆明至曼谷国际大通道的重要路段，该项
目出境后经老挝直达泰国首都曼谷，主干线连接中国、老挝、
泰国 3 个国家，辐射整个东南亚地区。2015 年 12 月，铁建投
资联合体以资本金 BT+施工总承包模式投资的云南麻昭高
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云南连接成渝地区、通往西南腹
地和粤桂通江达海通道的公路主动脉，云南南北交通大通道
实现全程高速。

勇做“一带一路”倡议的坚定践行者。2020 年 6 月，中国
铁建西南区域总部统筹中铁十二局、中铁十六局两家单位，
成功中标中国铁建在西南地区首个“一带一路”国门建设项
目——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围网区二期项目。5
个月之后，在全长 17.5 公里的中老铁路第一长隧安定隧道
内，中铁十九局 2000 名建设者历经 1500 多天的艰苦奋战，实
现顺利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与中国铁

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是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设的重要基础设施。

5 年来，中国铁建充分发挥企业全产业链优势和铁道兵
的优良文 化 传 统 ，参 与 到 以 大 临 铁 路 、玉 磨 铁 路 、弥 蒙 铁
路、大瑞铁路等为代表的重要铁路干线工程，以滇中引水
为代表的水利工程，以昆楚高速、临清高速等为代表的高
速公路项目建设，并以多种投资模式，积极主动参与包括
华坪至丽江、玉溪至临沧在内的多条高速公路、昆明地铁
等重大项目建设，助力云南融入“大循环”“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优势日渐凸显。昔日全国交通网中的“边陲
末梢”正战略性地转变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交通枢纽
和前沿窗口。

全面深化合作 开启共赢新模式

“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形成有效支撑云南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综
合基础设施体系”。2015 年 1 月，站在昆明火车南站工地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开放发展提出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抢抓市场机遇。中国铁建紧抓云南省加
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启动路网、航空网、能源网、水网、互联
网“五网”五年大会战的历史机遇，深化合作。2016 年，与云
南省政府在昆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双方“十三五”期间
深化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生产性投资建设、城市综合开发
与建设及股权等领域的合作。

创新投融资举措是破解制约高速公路建设问题的“杀手
锏”，恰逢云南省积极引进大企业来投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支持鼓励企业以 BOT、BOT+EPC 等多种模式参与
高速公路投资建设运营，实现共同建设、互利共赢的契机。
中国铁建秉承“高端运作、融合发展”的经营理念，不断深化
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交流对接，持续优化云南市场内的
政企关系，筑牢深耕市场、滚动发展的合作根基。

2021 年 1 月 13 日，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投资建设，
中铁十二局、中铁十六局、中铁十八局等 12 家单位参建的墨
江至临沧高速公路全线开始试通车，成为云南省一次性建成
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标志着中国铁建在云南投资建设
的首个国高网 PPP 项目圆满收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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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对市场的敏锐嗅觉，中国铁建抓住云南省决定在决
战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的基础上，启动县域高速公
路“互联互通”工程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高端经营优势，密
集与云南省有关部门、各地市州对接洽谈，深化政企战略合
作关系，赢得市场先机。

中国铁建上海院在云南相继中标昭通高速凤凰广场房建
EPC 项目、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勘察设计项目。项目建成后，
将推动该区域县域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完善国家高速公
路网和云南省路网布局，改善沿线旅游条件，加快区域社会经
济协调快速发展，进一步助力云南融入“一带一路”、打造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团联合系统内
外相关单位，中标总投资 440亿元的云南泸西至丘北至广南至
富宁高速公路（文山段）项目，成为中国铁建融入云南高速公

路“互联互通”战略的又一个总投资超百亿元的大项目。
步入“十三五”时期的最后一个月，中国铁建西南区域总

部与云南交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建立长
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依托国际、国内以及云南省项目，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在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综合交通基础设
施投资、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抢
抓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及“十四五”发展
规划等机遇。

力破民生难题 决胜脱贫攻坚

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原因，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
南，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是全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人
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之一。

2016 年以来，云南聚焦“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全力打好交通扶贫脱贫攻
坚战。由中铁十六局、中铁二十一局、中铁城建等单位参建
的丽香铁路穿越藏族、纳西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建成
后将惠及沿线 23870 平方公里的 29 个乡镇、37.3 万各族人
民，对加快少数民族民众脱贫致富步伐，维护滇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稳定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铁十二局二公司承建的德贡公路改扩建工程孔雀
山隧道，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难题，加紧推进施工。项目建
成后，德贡公路将实现全年通车，届时滇西北旅游环线将真
正贯通，可以有效促进边疆稳定、民族团结。

今年初，中国铁建参建的墨江县至临沧市高速公路通
车，不仅结束了临沧市没有国家高速路网的历史，还惠及沿
线的普洱市、临沧市 20 多个少数民族、100 多万百姓，在助力
沿线城市实施乡村振兴的同时，还将进一步促进人居环境
提升及农业产业升级，推动滇西南经济社会发展。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重
大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工程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
实施计划。中国铁建贡献企业设计、施工、运营于一体的“铁
建方案”。其中由中国铁建承建的大理州新建云南省第二传
染病医院（省级）、改扩建昆明市传染病医院（州市级）将进一
步保障大理州、昆明市 1030 万人口公共卫生安全，助力云南
省进一步筑牢边境疫情防线。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中国铁建在滇项目
为守护好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在施工中全力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中铁十八局二公司滇中引水项目部所
处的宾川县夹在大理和丽江两大旅游景区中间，紧邻大理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鸡足山。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采取一系列
为保护当地环境的举措，得到周围白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
族同胞的热情点赞。

时光奔涌不歇，奋斗驰而不息。一个面向南亚、东南亚
的辐射中心正在高山峡谷中崛起，而中国铁建有幸成为这座
中心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展望未来，中国铁建建设者定将不
忘初心、勇担使命，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云
南省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开放之路越走越宽，巨变波澜壮阔。

上图为中国铁建参建的大临铁路开通运营。 陈 畅 摄

本报广州4月7日讯（通讯员肖秀珠 段绪江）
日前，广州地铁 18 号和 22 号线首通段全部贯通，
标志着这条我国运行速度最快地铁主体工程取得
重要进展，线路计划年内开通，运营时速可达 160
公里。

全长 92.1 公里的广州地铁 18 号和 22 号线整
体呈“Y”形走向，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轨道交
通枢纽线路。设计分两段开通，其中 18 号和 22 号
线首通段为万顷沙至冼村，22 号线首通段为番禺
广场至陈头岗，计 76.5公里。

在项目建设中，华南建设总承包部整合各参
建单位优势资源，克服线路工期紧、技术新、地质
复杂、疫情影响、多专业交叉施工、接口协调难度
大等难题，创新采用预埋套筒方式进行机电设备
安装确保准确快速。特别是当前轨道平顺度的行
业标准是 9，参建单位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将精
度调到 3.5，达到高铁质量标准；为确保列车高速
行驶的弓网关系平顺稳定，将接触网距离轨道的
标准误差控制在 3 毫米以内，这在地铁刚性接触
网施工中尚属首例。

广州地铁18号和22号线
首 通 段 全 部 贯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