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记者赶往位于榆林市神木市
大保当镇的中铁十九局矿业公司西湾露天
煤矿采访。开车行进在陕西榆林的高速公
路 上 ，车 里 放 着 陕 北 民 歌《为 你 跑 成 罗 圈
腿》：“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
路上……”但望着窗外，却不见“三十里的明
沙”，道路两旁树木林立，绿草如茵，湿地公
园、生态园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绿意盎然，乌
兰木伦河水涓涓流淌……在陕北环保治理
和植树造林工程中，一直都有中铁十九局建
设者默默奉献的身影。

煤矿施工 绿化先行
榆林市神木市大保当镇，地处毛乌素

沙漠边缘地带，却有着丰富的煤矿和天然
气资源，国内最大的煤化工厂也在这里，一
座 座 煤 化 工 厂 诉 说 着 陕 北 资 源 产 业 的 辉
煌，一片片沙棘草和果树林木彰显着它的
广袤深邃。

在人们的印象中，煤矿似乎都是乌烟瘴
气和污水横流。但是，这里的煤矿真的和你
想象的不一样，盛夏时节一眼望去，一片郁
郁葱葱。

在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一辆辆矿用自
卸车行驶在被沙柳、青松和灌木包围的采坑
里，在“绿洲”映衬下，一片繁忙的施工大干

景象。据项目经理于洋回忆，西湾煤矿上场
伊始，项目部就因地制宜见缝插“绿”，那时
候的沙子都是会“跑”的，刚建营地时，有时
候早晨一觉醒来，项目部门口就多了一座座
小沙丘。他向牧民借来一辆驴车，到 60公里
外的市郊运回沙柳树苗，种到项目部周围的
沙窝子里，前半年种的树苗长得不好，还有
病虫害，他就和职工一起上网查找原因，又
请当地沙漠种植专家指导。紧接着，他们又
在驻地周围栽种 60余棵油松，在采场周围栽
种了 100 余株果树，营区周围绿化面积达到
700 平方米。此外，他们还对工业场地进行
护坡处理、建立挡墙和排水沟、平整覆土及
绿化，施工场地绿化面积达到 5000 平方米，
采坑周围的边坡到处都是树苗灌木，像绿飘
带一样，将矿山扮靓。

“生态园”为矿山增绿
2017 年，西湾煤矿项目部结合当地风

沙大的气候特点，参照铁道兵时期建家建线
的做法，在项目部营区内开辟 3000 多 平 方
米菜地，种植了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
等十几个优良品种的生态蔬菜，其中菜地
2000 平方米，两个蔬菜大棚 1350 平方米。
进入盛夏，各种蔬菜瓜果相继丰收，绿色食
品陆续端上职工餐桌，职工们高兴地称它

为“生态园”。
他们还将“生态园”划分成畜养殖区、

温室大棚区、时令蔬菜瓜果区以及鱼塘休闲
区，饲养了猪、羊、鸡、鸭等，仅乌鸡、土鸡就
有 300 多只，新开辟了 1 处 1500 平方米的养
鱼池，投放鱼苗 500 公斤，并通过划定责任
区进行分块管理。“生态园”给项目部带来绿
色，也成为动物们的乐园，蝴蝶在草丛中翩
翩起舞，鸡鸭时不时穿梭其中，候鸟也会每
年定点来“打卡”。

交出绿水青山环保答卷
距西湾煤矿 150 公里的靖神铁路，已于

一年前建成通车。靖神铁路是陕北交通基
础设施重点项目，与蒙华铁路相连，对于完
善陕北区域路网布局，促进能源化工基地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中铁十九局六公司靖神铁路建设者刚
进场时，16 公里的施工沿线，到处是寸草不
生的沙地和光秃秃的小山丘，风吹沙走，沙
丘不断向前移动，威胁着周围住户，给工程
建设带来许多困难。

荒山植树造林初期，建设者吃了不少苦
头，他们治理狼窝沙，一捆一捆的树苗种到
了沙窝，几场大风过后，种下多少，倒下多

少。后来，当地村民教会他们用画格子的方
法，才改变了现状。

为了止住沙丘的脚步，他们用铁锹把干
草扎在沙子中，形成一个个1平方米的正方形
十字网格，再在周围种下沙蒿等种子，每 3个
格子种植一棵耐旱树种，形成植物草方格。
这些1平方米的正方形网格如同一把把锁，锁
住了风沙前进的脚步，截留水分，减弱风力，
提高植物存活率。

施工一年多时间里，在快速推进工程建
设的同时，他们全面推进义务植树和荒山造
林，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在施工
现场周边以杨、柳、榆、松、槐等乡土树种为
主进行绿化，乔、灌、草相结合，点、线、面相
结合，形成了树有高度、绿有密度、特色鲜明
的绿化新格局。

据该项目经理冯喜德介绍，他们还在
工 程 建 设 现 场 周 边 种 上 沙 柳 ，不 仅 能 固
沙，还好看好用。它可以被加工成生物质
燃料颗粒，一个小小的圆柱体，发热量可达
到同等重量标准煤的 60%。自从项目部引
进沙柳后，许多村民通过种植和经营沙柳，
每年增收万元，“沙窝窝”成了群众致富的

“金钵钵”。
（张振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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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漠的绿飘带毛乌素沙漠的绿飘带
本报记者 张振宇

本报贵阳 8月 4日讯（通讯员张 荣 乔吉祥）近日，
针对全国各地大雨、暴雨多发，洪涝、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出
现。为确保安全度汛，中铁十七局城建公司上下联动形成
合力，多措并举全面织密“防汛网”，筑牢“防汛堤”。

“广州南沙未来几天有大雨或雷阵雨，南中项目已启
动防汛应急预案；黔南近期小雨，花生宝水库项目施工生
产一切正常；宜宾近期有大雨……”进入汛期以来，该公司
建立安全日报制度，要求所属各项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
况，每日 17 时在公司风险动态监控钉钉群及时、准确上报
安全生产情况，同时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
带班制度，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层层
传导压力，做到责任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筑牢防汛
责任堤坝。

在黔东南山区，该公司剑黎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均在清
水江、乌下江沿线的半山腰，地形地质复杂，汛期易发生滑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项目建设者密切关注汛期气候特
点，定期对钢筋加工厂、农民工驻地周边排水管网进行安全
排查，对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施工
区域进行风险评估及危险源辨识，做好预警预报、除险加
固，必要时暂停施工、人员撤离，确保汛期施工安全。

“持续强降雨，请救援小组立即集合开展抢险！”“隧道
受降雨影响发生局部坍塌，有工人遇险，各救援小组迅速
按预案展开救援。”……该公司桐新高速公路、恩施建养一
体化、贵阳地铁 S1 线等项目结合施工现场实际和汛期可能
遇到的险情，先后与地方多部门联合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
练，增强自救互救能力，同时根据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补充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和应急处置措施，进一步筑牢汛期
安全防线。

“我们除开展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外，还安排专人定期
对水上施工栈桥安全防护设施、桩基围挡等施工设施进行
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该公司广东南中高速公路
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位于珠江入海口附近，主要工程为
跨海、跨涌道大桥，施工需搭建多座水上栈桥。汛期来临，
项目部一方面储备救生衣、编织袋、砂石、铁锹等防汛物
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施工生产安全；另一方面组建
应急救援小分队，与地方水务、应急管理、医院等部门建立
联动机制，项目铲车、挖机等机械设备 24 小时待命，为驰援
驻地防汛做好准备。

目前，该公司西南、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等区域 62 个
在建项目各项施工生产正有条不紊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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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张家口 8月 4日讯（通讯员刘雪松）
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锡铁路太
崇段崇礼隧道明洞口，随着中铁十六局铁运
公司建设者将最后一对 500 米长钢轨顺利
落入承轨槽，标志着太锡铁路太崇段铺轨施
工任务圆满完成。

新建太锡铁路太崇段项目是 2022年冬奥
会太子城核心区域至崇礼城区唯一的轨道交
通工程，总长度 15.864 公里，线路桥隧比约
92.5%。铺轨作业难点为长钢轨在全长 15 公
里坡度 30‰长大坡道运输、连续 9 公里坡度
25‰长大坡道直铺作业以及长大隧道通风安
全等。

施工过程中，项目建设者使用具备“运
输+推送”功能的 T11 长轨运输一体机 ，采
用有砟轨道换铺和无砟轨道直铺两种作业
模 式 进 行 铺 轨 作 业 。 同 时 ，他 们 多 次 召 开
专家会论证高铁大坡道线路运长轨的可行
性，细化优化施工作业方案；配置双倍作业
人 员 和 3 台 HXN5 型 机 车 提 升 施 工 效 率 ；
增 添 区 域 照 明 、通 风 及 通 信 设 备 保 障 隧 道
内作业安全；采用双人预控、专人防护机制
确 保 长 钢 轨 运 输 安 全 ，先 后 解 决 了 长 大 坡
道 上 T11 长 钢 轨 运 输 牵 引 动 力 不 足 、站 线
股道有效 长 度 不 够 、下 花 园 北 站 和 太 子 城
站 机 车 调 车 作 业 频 繁 等 诸 多 难 题 ，提 前
两 天 圆 满 完 成 了 太 锡 铁 路 太 崇 段 长 钢 轨
铺轨施工任务，为工程今年 10 月建成通车
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朝阳 8 月 4 日讯（通 讯 员张 敏）
8 月 3 日，由中铁十九局等单位参建的朝凌高
铁正式开通运营，东北地区进出关快速铁路
客运通道进一步完善。

朝凌高铁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和锦州市境
内，线路全长 107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其 中 ，中 铁 十 九 局 承 建 的 土 建 1 标 线 路 长
33.327 公里。施工中，项目部严格工期管理，
动态调整施组，积极推广应用新工艺、新型工
装设备，以工装保工艺、以工艺保质量，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为朝凌高铁
如期顺利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朝凌高铁是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建成通车实现了京哈高铁、京哈
铁路秦沈段互联互通，大幅拉近了辽南、辽西
主要城市通达北京的时空距离，极大方便了
沿线民众出行，密切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京
津冀地区的联系，对服务辽宁“一圈一带两
区”区域发展格局和东北振兴战略具有重要
意义。

太锡铁路太崇段
完 成 铺 轨

朝凌高铁开通运营

中铁十七局城建公司

织密“防汛网”
筑牢“防汛堤”

近日，我国多个地区发
生严重洪涝灾害，尤其是河
南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郑
州、新乡等多个城市及地区
出 现 千 年 一 遇 的 暴 雨 。 城
市内涝严重、部分河流超预
警 水 位 、个 别 水 库 溃 坝 、部
分铁路停运、航班大面积取
消……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

异常严峻的防汛形势牵
动着亿万国人的心。7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
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迅速组
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
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
措施。

防汛救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这是所有单位和
企 业 必 须 遵 守 的“ 第 一 原
则”。当前，全系统上下正在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央企员工，我们要牢记党
和国家赋予的社会责任，把
防汛救灾工作作为检验党史
学习教育成效的一次重大考
验和重要任务。党员领导干
部要根植一线，冲锋在前，在
防汛工作中检验初心使命，
将示范带头作用发挥在人民
群众最需要、汛情最严重、抢
险最困难的地方，以央企速
度和铁建担当彰显铁建人的
爱国之志和家国情怀。

“ 凡 事 预 则 立 ，不 预 则
废。”要始终坚守“宁可防而
无汛，不可患而无备”的底线
思维，强化风险防控意识，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扎实做
好防范。这要求我们既要高瞻远瞩，提前建立防汛救灾责
任制，加强监测预警，制定应对预案，研判次生灾害，做好
物资储备，做实应急演练，强化灾情发生后的应急指挥能
力和及时排险能力；又要加强对下穿隧道、地铁掘进、桥梁
施工、综合管廊、深基坑、高边坡等重点施工部位的预警防
范，落实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供电、交通、通信、生
活物资、应急设备、防汛沙袋等保障措施；还要加大对施工
现场脚手架、塔吊、吊篮及生活作业区用电安全的风险排
查力度，保证不留隐患。

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科学化、系统化的防汛救灾举
措便是成功“解题”的关键。要提升利用现代化科技防汛救
灾的能力，通过 5G信息技术打通信息沟通“快速干道”，与水
务局、气象局等部门建立“零延迟”信息沟通联动机制。充分
利用无人机+可视化的险境通达性，在因恶劣环境导致人员
无法到达的情况下，能够实时观测现场险情、受灾程度及抢
险进度，为防汛指挥、现场调度、抢险决策提供现代化手
段。“点多、线长、面广”的大型工程可依托物联网技术+5G
云监测技术，在施工现场风险点位加装摄像头及传感器，
并标注在可视化地图上进行云监测，足不出户便能掌握现
场实况，既能规避人工巡查风险，也能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当前，防汛大考仍在继续。应对这场考试需要勇气，
不畏挑战、迎难而上，也需要智慧。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
利用科技手段，提升现场管理现代化、标准化、科学化水
平，才能在防汛抗洪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西湾煤矿项目职工在矿区植树西湾煤矿项目职工在矿区植树

（上接第一版）
中国铁建顺势而动，以基础设施建设

为主要杠杆，向赣南老区人民贡献了铁建
方案、铁建智慧与铁建力量。

2014年12月10日，由铁四院、中铁十一
局、中铁十五局、中铁十六局、中铁十七局、中
铁十九局、中铁二十四局和中铁城建等联合
建设的杭长高铁（沪昆高铁杭州至长沙段）
开通运营，方志敏烈士的家乡上饶、“中国工
运摇篮”萍乡等市县区从此迈入“高铁时代”。

而由铁四院设计，中铁十一局、中国
铁建大桥局、中铁十七局、中铁十八局、中
铁十九局和中铁二十四局等参建的合福
高铁，则是沟通赣南与华中、华南间另一
条大能力客运通道。其中，由中铁二十四

局和中铁城建承建的上饶高铁站，是我国
第一座、世界第三座垂交骑跨式高铁站。

2019 年 9 月 28 日，赣南人民又一次迎
来好消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运营里
程最长的重载铁路浩（勒报吉）吉（安）铁路
开通运营。自此，中国铁路进入“新重载时
代”，地处吉安市的井冈山华能电厂等能源
型企业为煤发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中国铁建人逢山凿路、遇水
架桥，在赣南中央苏区谱写了一曲曲奋斗
者礼赞。中铁二十二局成功在吉安赣江特
大桥跨京九铁路施工中实现 2500 吨梁体
平转，首开小曲线铁路桥梁转体施工先河；
中铁二十四局在国内首次应用仰拱初期
支护封闭成环等新技术，解决了新余市喀

斯特地貌导致的溶洞、突水、突泥、地下涌
水等隧道施工风险难题……

喜事接连不断，2019 年 12 月，由中铁
十一局、中铁十六局、中铁十七局、中铁
二十一局、中铁二十四局、中铁建设承建
的昌赣客运专线开通运营，一举把吉安、
赣州送入“高铁时代”，为赣南老区经济社
会再腾飞插上翅膀。

饮水思源、不忘来路。在中国铁建的助
力下，如今的赣南中央苏区，普铁、高铁和重
载铁路交织，铁路海港联运、铁路航空对接、
中欧班列开行，有力促进了资源聚集、要素
流动和动能积蓄，呈现出方志敏烈士在《可
爱的中国》中所期待的“到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的繁荣景象。

本报兰州 8月 4日讯（通讯员陈卫国
陈福得）近日，随着中铁二十局三公司承
建的鸣鹿水库蓄水量超过 150 万立方米，
标志着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第一座现代
化水库蓄水取得成功。

鸣鹿水库位于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
鸣鹿乡，是中央财政拨款支持建设的 14
座小型水库之一，属甘肃省重点水利民生
工程，设计总容量 205万立方米。

“我们通过 水 库 取 水 枢 纽 和 引 水 管
道向新建的康乐净水厂、城区输水管网
供水，城乡居民用水难问题开始改善。”
项目负责人水耀龙介绍，康乐县城乡供

水工程由鸣鹿水库、康乐净水厂和输水
管网三部分组成，先期完成的康乐净水
厂和输水管网已于 2018 年投入使用，康
乐县城乡居民用水难的问题得到初步改
善。截至目前，康乐水厂日均处理能力
15000 立方米。

“上下库最大坝高 16.4 米，土方开挖
方量 123.92 万立方米，填筑量 104.98 万立
方米，大坝堆筑工期短，施工强度高。”该
项目工程部部长葛少华介绍，鸣鹿水库坝
体填筑工程量大，分段施工结合面质量控
制要求高，工程工序衔接紧密，且施工区
域降雨量较大，有效施工期较短。

施工过程中，该公司选派责任心强、
水库施工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配置足
够、精良和先进的施工设备进入工地，迅
速投入施工生产；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环保理念，采取措施保护
生态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工程建设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
案，严格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实现安全生
产零事故。

鸣鹿水库蓄水成功，将从根本上解决
康乐县城乡 18 万人生产生活用水问题，
对康乐县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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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鸣鹿水库。 陈福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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