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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新闻

中国铁建中国铁建3434项工程获李春奖项工程获李春奖 世界最长海底道路隧道主线盾构正式穿海世界最长海底道路隧道主线盾构正式穿海

●1 月 18 日，中铁十四局参建的南京
秋藤变电站至望江变电站 220 千伏线路绿
博园段盾构隧道工程“奋进号”盾构机始
发掘进。该工程是国内首条应用新型承
插式管片技术的电力盾构隧道。

（通讯员林 凤 李梦梦）
●1 月 16 日，中铁十四局、中铁二十一

局参与施工的宣绩铁路全线开始铺轨作
业。 （通讯员李祯林）

●1 月 15 日，由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
承建的山东省年产 30万吨生物基新材料项
目正式开工。 （通讯员许 岗 闫彦龙）

●1 月 15 日，由铁一院勘察设计的西
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郧西段黄石梁隧
道顺利贯通。 （通讯员杨奇越）

●1 月 15 日，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天
津地铁 8 号线延伸工程——中北镇站至福
姜路站首个盾构区间双线顺利贯通。

（通讯员秦玉婷）
●1 月 15 日，由中铁二十五局承建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铁路枢纽——湘桂
铁路柳州枢纽扩能改造工程 T 梁架设全部
完成。 （记者邓联旭 通讯员韦相宇）

●1 月 14 日，由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
团投资、中铁十二局承建的曲靖三宝至昆
明清水高速公路（昆明段）西山营隧道全
线贯通。 （通讯员刘明川 王剑锋）

●1 月 12 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广
阳湾大桥顺利合龙，此次施工采用的挂篮
提升百米钢箱梁技术为全国首例。

（通讯员杨镇豪 吴 忌）
●1 月 12 日，由中铁二十四局承建的

合新高铁定远 2 号特大桥 168 米拱梁顺利
合龙。 （通讯员葛 新）

章小华章小华：：创效的创效的““富矿富矿””在现场在现场
通讯员通讯员 安晶晴安晶晴 牛佳俊牛佳俊

本报济南1月19日讯（通讯员
陈燕杰 贺可玲 记者梁栋方）
取得计量资质，中标土壤普查项
目……2024年以来，中铁十四局铁
正公司在新业态领域捷报频传。

该 公 司 在 不 断 巩 固 检 验 检
测、新材料、工程病害治理与修
复三大主营业务的基础上，重点
向环境及职业卫生、数字化、房
屋鉴定等领域进军。该公司建
立“本部统筹管理，区域主体经
营，事业部自主经营，项目试验
室辅助经营”的大经营体系，修
订完善 4 项激励办法，紧跟新业
态发展方向，围绕“检验检测”上
下游产业链，配强经营人员，夯
实经营基础，紧盯重点区域，做
实核心城市培育，相继中标济南
冶金研究所环境检测、广州铁诚
检测系统开发等一批填补业绩
空白的关键项目。2022 年实现
新业态项目总额占新签总额的
33% 。 他 们 还 加 快 资 质 换 挡 升
级，推进检测参数增加至 11001
项，近 3 年来新签合同增长率高
达 87%。

创新激励机制，焕发发展活

力。该公司深入推进国企改革，
推动经理层契约化发展，设立超
额利润分享、模拟股份制等激励
制度，探索考核激励新模式，实
现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2020 年的
23.1 万 元 每 人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47.5 万元每人，增幅达 144%。他
们还深入推进岗位序列建设，建立
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正向激励
体系，焕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作为国资委科改示范企业，
该公司始终坚持集科研、生产于
一体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依
托在建重点项目实施科研课题，
取得知识产权 159 项。他们搭建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省 工 程 研 究 中
心 、专 家 工 作 站 等 科 技 发 展 平
台，成立 1 个研发中心、4 个分中
心，并大力推进检测产业园、新
材料生产研发基地建设，强化科
技引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近
两年来，该公司获得数字化、智
能化发明专利 17 项，新增专有技
术 4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5 项，
通过改进服务内容、技术手段等
方 式 累 计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3.23 亿
元，持续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转型增动力转型增动力 创新添活力创新添活力

“创效就是看对现场了解得细不
细、深不深，把控得实不实、好不好。”
每当被问及“创效经”，章小华都会给
出这样的答案。在担任中铁二十四
局杭州风情大道穿越沪昆绕行线立
交工程（以下简称“风情大道项目”）
项目经理期间，章小华带领团队深挖
现场创效“富矿”，将成本管理融入过
程管控的各个环节，超额完成责任成
本指标，为企业创造了可观效益。

风情大道项目全长 1.14 千米，区
间不长，却上跨沪昆铁路绕行线、地
铁 1 号 线 ，下 穿 沪 昆 绕 行 线 铁 路 立
交，部分线路与沪昆绕行线并行，施
工安全风险不言而喻。

但越是复杂的工程，越有创效空
间。该项目进场前 3 个月，章小华每
天驻扎在工地，对现场进行彻底勘
察。在发现现有框构能够确保上方
铁路路基稳定后，他将切土顶进方案

改为直接接长滑道板，节省成本约 30
万元。成本是管出来的，效益是攒出
来的。章小华带领项目团队在现场
不断挖掘创效点，优化钢套管施工桩
头切割工艺，利用等离子切割技术，
让钢护筒得以返厂加工进行再次利
用，节约成本约 210 万元；先后对邻
近铁路桩基、基坑围护结构、交通导
改、河道围堰、小箱梁架设等方案进
行优化，累计节约成本 700 余万元，
让 降 本 的“ 涓 涓 细 流 ”汇 成 增 效 的

“浩浩大海”。
在 章 小 华 看 来 ，成 本 管 理 与 工

期目标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优化设
计 ，将 二 者 同 步 推 进 ，往 往 能 达 到

“一箭双雕”的效果。在征得业主、
设计单位等参建方的同意后，他将
原有的挂篮悬臂浇筑法改为支架现
浇连续梁施工，采用钢管柱+贝雷梁
门洞对地铁进行保护，实现多点平

行作业，仅用 4 个月便完成上部结构
合龙，较原工期提前 7 个月；组织开
展劳动竞赛，按月分解施工计划，真
奖 真 罚 ，3 个 作 业 队 提 前 84 天 完 成
整体施工任务，仅机具成本就节约
300 余万元。

在 打 好“ 节 流 保 卫 战 ”的 同 时 ，
“开源突围战”也同样重要。针对钻
孔桩套管法施工新型工艺在浙江省
未有相应定额的实际，章小华与业主
积极沟通，谋得预算重组，增加合同
预 算 约 30%；为 确 保 下 方 地 铁 运 营
安全，将悬浇梁改为现浇梁，组织专
家论证，增加合同预算约 35%；通过
试桩等措施，谋得水泥搅拌桩工艺变
更，将单轴调整为三轴，增加合同预
算约 20%……该项目实施期间，累计
上报二次经营 77 项，批复 58 项，为全
面创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月 16 日，在穗莞深城际铁路前皇段中心公园存车场建设工地，中铁十一局建设者利用晴好天气抓紧施
工。穗莞深城际铁路前海至皇岗口岸段全长 21.158 公里，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穗莞深城际铁路前皇段中心
公园存车场总建筑面积约 5.4 万平方米，目前建设进度已过半。穗莞深城际铁路前皇段建成后，对完善粤港
澳大湾区城际轨道骨干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图为建设者在进行钢筋安装施工。 古建敖 摄

1 月 17 日，随着青岛胶州湾二隧南线主线隧道 20 环拼装完成，“海天号”盾构机正式开启穿海之旅。该隧道为目前
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海底道路隧道。图为中铁十四局盾构机维保人员对设备进行日常巡检。 丁 翔 摄

本报北京 1月 19日讯（记者余 智）“太行号”入选
2023 年“央企十大国之重器”，成功研制直径 8.61 米全球
最大、承载最高的国产化盾构机主轴承，全球最大竖井
掘进机“梦想号”圆满完成上海地下智慧车库项目的首
座超深竖井施工任务 ……2023 年，中国铁建聚焦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要求，
加强对行业前沿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创新技
术的研究，致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取得系列重大科
技创新成果，持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中国铁建始终坚持高端引领，聚焦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积极承担国家科研项目，2023 年成
功牵头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市大型地下基础设施
智能暗挖建造关键技术与装备”等项目 5 项、参与“超长
海底隧道智能建造技术”等项目 4 项并主持课题，共主
持课题 14 项，同时高效组织“央企攻坚工程”攻关任务，
针对盾构装备、控制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检查指
导、专题会议等措施加强过程督促，采取科技重大专项
支持、国家项目配套资助、科技创新指标考核等方式进
行激励，扎实推进任务攻关，目前 1 项任务进度超前，2
项任务按期推进。

将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强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作为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根本抓手，中国铁建聚焦科技自立
自强与数字化转型，不断做强科技研发平台，提升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累计确立科技重大专项 24 项，本级计划
资助经费超 2.655 亿元，新制（修）订出台科技创新考
核 等 14 项 管 理 制 度 ，推 进 创 新 激 励 政 策“ 能 给 尽 给 、
应给尽给”，修订科技创新考核管理办法并对 30 家二级
单位开展年度考核，激励各单位在科技创新赛道上争先
创优。

积极推进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中国铁建加快中国铁
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重大项目
办公室，以及中国铁建地下空间研究院组建工作，细化
实施方案、专项管理、专项组织研究，通过创新链推动产
业链形成。2023 年 12 月，中国铁建完成深部地下空间
利用创新联合体组建，将围绕深部地下空间利用领域技
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关。

聚焦“首创”，寻求突破，中国铁建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集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诞生了一系列前沿创
新成果，多次打破行业纪录，引领行业变革。铁建重工
成功研制全球最大竖井掘进机“梦想号”，在上海市静安
区地下智慧车库项目应用，单个竖井开挖直径达 23.02
米，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竖井。铁五院成功研制“太行

号”换运架一体机，在朔黄铁路简支 T 梁换架施工中应
用，首创“两车夹一机”线上整孔换梁方法，能够在铁路
运营线上天窗点内实现即换即通。中铁建设“铁路客站
混凝土雨棚装配式建造关键技术研究”形成新型装配式
设计方法及标准，成为中国铁路客站混凝土雨棚大面积
推广应用的建造技术。中铁建电气化局“铁路信号机房
智能焊线机器人装备研制与应用”为世界首创、中国原
创，显著提升了信号机房智能建造水平，实现了机房焊
线智能化装备零的突破。

将科技创新力转化为生产效益，中国铁建依托科技
重大专项开展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研发，科
技成果转化效果显著。全系统新签知识产权对外许可
合同额 1.3 亿元，“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装配式 IRF 体系”

“建筑设备监控及能源管理系统”“接触网可视化计算软
件”等一批绿色建造、智能建造创新技术在重大工程推
广；铁一院研发形成了城市地下大空间施工安全可视化
自动监控系统、接触网智能监测系统、铁路数字工程认
证等一系列产业化成果，仅 2023 年实现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合同额 1.9 亿余元，铁五院研发的“太行号”正式投
用一年来，已签订全过程技术服务等转化合同额 4000
余万元。

中国铁建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中国铁建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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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紧盯目标、抓住关键，系统筹划好
2024 年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是开新局、谱新篇的题
中之义。日前，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戴和根调研中国土木、铁建国际和铁建
国投三家外经单位，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考察
海外发展情况，要求外经单位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海外业务。

此次调研是戴和根同志履新中国铁建后到二
级单位的首次调研，“第一站”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释放出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海外优先”战略，进
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海外业务的强烈信号。

得天独厚的海外发展优势，蕴藏着中国铁建竞
争发展的胜势。自援建坦赞铁路开始，中国铁建率
先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取得了一系列令所在国受
益、国人自豪、世界瞩目的建设业绩。进入新时代，
中国铁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抢抓共建“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在“海外优先”
战略指引下，持续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实现了海外
市场、海外业务的跨越式发展。迄今，中国铁建在
境外设计、建造的铁路和城市轨道总里程已突破
21000 公里，位居中资企业第一。长期以来在海外
积累的市场资源、打造的品牌项目、赢得的口碑声
誉既是中国铁建发展海外事业的“金不换”，也是进
一步做强做优做大海外市场的信心和底气。

“走出去”的历史潮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时代大势与中国铁建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雄心壮
志相生相向。去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合作论坛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论
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不仅总结回顾了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丰硕璀璨的建设成果，而
且还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
行动的美好愿景。风动潮起，顺势而为。面对新的
政策利好，中国铁建唯有继续紧抓机遇，研究透、对接好“八项行动”，
在坚持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方式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咨询和项目实
施优势，才能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两条腿走路，才能更好融入“一带一
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规划建设，也才能在更多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
惠民生项目中彰显中国铁建投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担当。

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海外优先”战略，才能持续增强海外业务的
内生动力和发展后劲。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走向海外
的中国铁建需要在不变中求变。所谓不变，就是要坚守“海外优先”战
略不动摇，坚定发展海外方向不改变，坚持海外党建引领不放松，深耕
传统产业不懈怠。所谓求变，就是要与时代同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

“海外优先”内涵，完善“海外优先”系列配套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核心
支柱市场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创新商业模式、升级海外项目管理、强
化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深耕传统业务中延伸产业链、价值链，不
断拓展新兴产业、新兴市场，全方位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和保障性政
策措施中以变应变，适应瞬息万变的海外市场变化。

拓展海外，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在中国铁建转型发展走向海外、
创建一流走向国际的时代征程中，唯有珍惜来之不易的海外发展成
果，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海外业
务，才能让中国铁建与全世界同利共益。

本报太原1月19日讯（通讯员朱 洲）
1 月 16 日，由中铁十八局四公司承建的
全球最大铜箔制造基地——太原惠科
20万吨电子铜箔厂一期项目正式投产。

据了解，太原惠科项目是 2022 年
太 原 市 赴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招 引 落 地 的
省、市重点项目，项目总投资 90 亿元，
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 7 万吨电子铜
箔生产车间为全球最大的单体铜箔生

产车间，其生产的高性能电子铜箔将
应用于消费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
汽车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铁
十八局四公司承担 18 万平方米的土建
施工任务。自进场以来，项目团队不
断优化施工方案，强化关键工序衔接、
加大人力、材料、机械等投入，适时组
织施工大干，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确保一期项目按期投产。

本报武汉1月 19日讯（通讯员何 杰）1 月
13 日 ，第 五 届 公 路 建 设 高 质 量 大 会 暨 2022-
2023 年度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表彰大会在武
汉举行，中国铁建所属 32家单位参建的 34项工
程荣登榜单，再次揽获行业最高荣誉。

此次获得李春奖的 34 项工程中，有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赛 场 联 络 通 道 和 重 要 保 障 工 程
——中铁十六局等单位参建的延崇高速公路
北京、河北段，有两座长江大桥——中铁十四
局、中国铁建大桥局等单位参建的南京长江第
五大桥、武穴长江公路大桥，还有中铁二十四
局、中铁十七局六公司、中铁十六局三公司等
单位参建的三座跨海大桥：浙江省三门湾大桥
及接线工程、福建省沙埕湾跨海公路通道工
程、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高速连接线公路工程

（余夫公路至小曹娥互通段），也有中国第一条
海底隧道结合城市隧道工程——中铁十八局
等单位参建的厦门第二西通道（海沧隧道），工
程类型多样，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城
市道路工程等项目。

据悉，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又名李春奖）
由原交通部于 1997 年设立的公路工程“三优”
奖（优秀勘察、优秀设计、优质工程）演变而来，
与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国家优质工程）、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齐名，
在建设管理理念、工程建造质量、科技创新成
果和管理维护运营等方面代表了公路交通行
业的最高水准，被称为“中国公路交通行业最
高质量奖”。

全球最大铜箔制造基地投产全球最大铜箔制造基地投产

本报杭州 1 月 19 日讯（通 讯 员 凌贤哲
吕奎元）1 月 19 日，由中铁十五局、中铁十六局
等 单 位 参 建 的 杭 甬 高 速 复 线 宁 波 一 期 工 程
通车。

该工程占用海域面积 613.03 亩，全长 9705
延米。中铁十五局负责东段海域全长约 4510
米的主线高架桥下部结构和滨海互通下部结
构及 4 座拼宽桥、8 座匝道桥钢箱梁的制架施
工。施工中，项目团队为保证架梁施工的顺利
进行，项目团队在滨海互通建起一座卸梁站、2
座提梁站、增加了 4 台运梁车、多台登高车等大
中型机械设备，开通了从舟山海运直达现场的
航线，解决运梁、卸梁难题，并顺利完成拼宽桥
和 3 条难度极大的 3 条匝道上跨金塘大桥的艰
巨任务。

该项目的开通为进一步促进环杭州湾地
区接轨上海、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开
辟新通道。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一期通车杭甬高速复线宁波一期通车

（上接第一版）蚌埠市龙子湖区延安街
道胜利路北侧火车站南侧片区城市更
新项目、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7 号线
一期 17101 标施工总承包工程等重大
项目，就是中国铁建多家单位强强联
手闯市场结出的硕果。

经营手段的持续优化，换来经营
质量的稳步提升。中国铁建各单位经
营人员紧盯项目规划、立项、审批、资
金筹措、招投标等前期工作进展，组建
工作专班、压实任务划分，确保“必保
项目”期到必成，成功承揽了无锡市高
浪路高压电力隧道工程、宝鸡高新区
科技新城钛及新材料产业园二期项目
一标段、胶州上合示范区国际超级港
建 设 项 目 基 础 设 施 及 配 套 工 程（一
期）、新建金华至义乌铁路三四线及引

入金华地区相关工程（金华铁路枢纽
扩容改造工程）、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
圳段三期（坑梓至大鹏段）工程等多个
项目，在城市更新、交通建设等领域攻
城拔寨、收获良多。

在“固优势”的基础上，中国铁建
各单位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加大“专精
特新”经营力度，不断塑造增长新动能
和竞争新优势。1 月 3 日中标的江苏省
港口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364 兆
瓦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项 目 运 维 服 务 项
目，主要负责南京港新生圩分公司、南
京港龙潭天宇码头、镇江大港分公司
共 3 个分布式光伏电站的生产运行与
维修管理（运维一体化管理）、设备管
理、安全管理、综合事务管理，进一步
加快了“两新”业务经营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