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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鲁木齐讯 由中铁一局电务
公司承建的神信专用铁路电气化改造工
程近日顺利完成主体施工任务。

神信专用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主要
涉及：基坑开挖268处，基础浇筑247处、
支柱组立206根、软横跨架设40组、承导
线架设共计36个锚段、回流线架设5个
锚段、架空地线架设5个锚段、隔离开关
4台、避雷器5台、分段绝缘器5台、支柱
悬挂装配115处、电连接安装187处、下
锚补偿安装32处。

“计划工期只有一个月，除去准备时
间，有效施工时间也就 20 天左右，压力
确实非常大。”电务公司电气化分公司经
理郑宁科说。工程建设期，时值在疆劳
动力大量外流的特殊时期，项目面临着
劳动力资源不足和外部协作队伍难觅的
现实情况。对此，项目全员跑步进场，在
调转乌将铁路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同时，

从全国其他在建项目抽调部分骨干，紧
急参与工程建设。

冬季施工，困难重重，对现场施工作
业、项目管理人员生理心理都是极大的
考验。

“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中工作，不少作
业人员已经受凉发烧，但大家为了工程
进度不受影响，仍然坚守在岗位。”现场
施工负责人王铎表示，大家有信心完成
好后续任务。

“50-70公分的冻土层，硬的和石头
一样，因为是既有线施工，大型机械派
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电镐一点一点
凿。”一直在现场蹲点督导项目施工的
郑宁科对于现场艰苦的施工条件感慨
万千，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施工组织及后
勤保障工作。

除了冻土问题外，低温给接触网杆
坑基础保温工作同样也造成了不同程度

的干扰。为此，项目部先后购置发电机
100余台，采购了电热毯、棉被、火炉子等
取暖保暖物资，确保混凝土凝固所需的
适宜温度。

“兄弟们今年确实不容易，面对疫情
防控和施工生产双重压力，大家一直在
打车轮战，疲惫肯定是有，但越是临近年
关，越不能有丝毫闪失。”公司副总经理，
西北地区指挥部指挥长张文魁说。作为
片区领导，他第一时间进驻现场指挥督
导施工，协调各方资源推进工程建设。

零下 20 度，戈壁深处，泼水成冰。
狂风裹挟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如刀滑过
脸颊，落在眉毛上、肩膀上，形成冰碴。
绵延的铁路线上，对讲机、发电机持续
作响，施工作业的号子声、指令声长短
呼应着。

“针对当地大雪及零下20多度的严
寒恶劣天气，制定了混凝土浇筑、承导线

展放、腕臂安装及精确调整等十个分部
分项及专项施工方案，并报监理单位和
业主审批，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快速
推进。”项目负责人刘世云说。

15日18时56分，接触网一次送电成
功；20 时 30 分，热滑试验车从甘泉堡站
发车，开始对甘泉堡至甘霖站区段接触
网进行热滑试验；23 时 12 分，接触网热
滑全部完成。短短 30 天的时间完成接
触网送电、热滑试验任务，得到了乌鲁木
齐铁路局铁建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涛
的高度肯定。

神信专用铁路在甘泉堡站接轨至乌
将铁路，电气化改造完成后，可以匹配乌
将线所有牵引车类型，在减少货物作业
环节、方便货物运输，提高货物运输效率
的同时，还将进一步提高路网运输持续
性和整体性。

（通讯员 王铎）

本报雄安讯 1月13日，河北雄安轨
道快线有限责任公司召开2022年度建设
总结表彰大会，中铁一局雄安 R1 线项目
在表彰会中荣获三项集体奖，四项个人
奖，在19家央企单位中脱颖而出，是唯一
一家六次登台领奖的央企！

在此次表彰大会上，中铁一局雄安
R1 线荣获 2022 年年度考核第二名、第三
季度考核第一名及工程节点贡献奖，共三
项集体奖励；秦海涛同志荣获年度优秀项

目经理，周欢欢同志荣获年度优秀项目总
工程师，韩晓斌、孙淳、文龙飞三位同志荣
获年度先进个人，孙涛同志荣获摄影大赛
三等奖共四项个人奖励!

中铁一局雄安 R1 线项目部在 2022
年度完成了全线首个合龙的跨路连续梁
和全线首个转体的涉铁转体梁，圆满完成
了施工生产任务和各项关键节点，得到了
R1线建设单位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通讯员 张照阳）

中铁一局雄安R1线项目

获建设单位年度表彰7个奖项

2022年12月28日清晨，推开大门，目
光所至，皆为皓洁，漫天飞雪如烟散。这
是王战和他的团队在甘孜州九龙县湾坝
镇遭遇的第一场雪。

正值大干的国道 549 项目随着这场
凄厉的雪顿时沉寂下来，方圆十里杳无人
声。但26公里之外的贡嘎山隧道掘进正
酣，机械孤独的轰鸣声在茫茫的大山深处
阵阵回响......

一

国道549可能不被大多数人熟知，在
地图上搜索该路段只有微微数寸，驾车驶
过的人也一度怀疑这样的路况居然也能
被称为国道？但，事实如此！

从雅安市石棉县向西而行，蜿蜒曲
折、盘山而建的双向两车道，约65.5公里的
山路就是国道549，它的终点位于九龙县
斜卡乡麻窝组，线路连接了石棉县和甘孜
州九龙县的湾坝镇，也是沿线百姓出行的
唯一通道。但县域之间未形成路网，湾坝
镇驾车至九龙县须绕山路7个小时。为了
打通交通壁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国道
549石棉至九龙段改建工程应运而生。

2022年3月5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
公司中标该项目，第二天，王战便带着 6
名先遣队员向贡嘎山深处进发。

贡嘎山是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茂
密，山大沟深，穿行在山涧的贡嘎隧道是
国道 549 石棉至九龙段的重点控制性工
程。笨重的满载工程车从老国道 549 行
驶约20公里至海拔3900米，再由此处沿
着山沟向下7.7公里才能到达隧道进口。

“这7.7公里地形陡峭，植被丰富，根
本就没有路，但我们必须硬着头皮寻找隧
道洞口的点位和工区驻地”项目负责人王
战回忆。5月底，项目部找了3名当地向
导带着砍刀、绳子、斧头穿越丛林寻找点

位，像极了小说里的寻宝猎人，可是，一连
两天的搜寻并无收获。

“雾气特别大，我们由最高点向下走
要花费2个小时，但往回走是上坡，至少
要8个小时，真正寻找点位的时间只有不
到2个小时。”项目技术负责人高攀是“寻
宝队”的负责人，第一次尝试无果后他便
深深体会到，这件事儿没那么容易，要做
好持久战的准备。

2022年6月初，项目部安排12名作业
人员分两组负责沿途清障，用时7天才形
成了一条宽 50 公分的便道。自热米饭、
面包、水这些必备的物资却成为前行路上
最大的负累，他们遇到小河就搭木头桥，
遇到陡坡就用绳子将人套在树上向下摸
索，历时1月有余，终于确定了隧道洞口
的准确点位和4公里的便道施工方案。

二

2022 年 10 月中旬，一次再也平常不
过的早交班会上，项目物资机械部成为众
矢之的。

“已经跑了 3 台挖掘机了，这样下去
可不行”“钢筋和水泥总是供应不上，现场
的活儿没法干”“施工队反映卫星电话和
对讲机信号太差，根本联系不上”......

项目部的三个工区集中反映物资设
备供应不足，严重影响施工进度，这让物
资机械部部长周晓辉有苦难言。

“便道的坡度太大了，挖掘机从坡底
向上走像是表演杂技，必须用挖斗扣住地
面，不然就会下滑。再说，工地太远，当地

的司机回趟家开车要2个多小时，他们已
经住了4天的牦牛棚了”周晓辉解释道。
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建议加工资。

27.7公里的施工便道，均是沿着贡嘎
山向上“盘旋”，可谓“山路十八弯”。受地
形影响，物资运输至少须经3次倒运才能
到达隧道洞口。在便道的最高点，项目部
专门设置了一处物资转运站，水泥、钢材
等经由大车运输至此后，再由其他车辆转
运至现场。

“刚开工时，为了运送物资真是绞
尽脑汁，那段时间做梦都在运物资”王
战调侃自己。去年9月，泸定发生地震，
王战作为抢险队员参与了摩西镇的抗
震抢险，他看到直升机给灾民投送物
资，便在心里打起算盘“我们是否也可
以在运输工具上改变？”一天，在山涧观
察地形时，嗡嗡的铓锣声冲破了王战的
思维闭锁，一群有组织的当地有人用马
和骡子运输农作物，他马上向老乡打听
马帮的价格。

由于新修建的4公里便道坡度大，路
况差，王战查阅资料后，想到可以租赁履
带式运输车负责运送水泥，由于履带车运
力有限，考虑搭建索道运输钢材以满足隧
道临建的要求。“索道单次运力200公斤，
一个小时能运送1吨钢材。”王战介绍，虽
然履带式运输车只能半载荷运输，但是为
临建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

2022年11月28日，贡嘎隧道平导顺
利进洞；12月4日，贡嘎隧道进口提前10
个月进洞施工......

三

2022年11月中旬，笔者一行2人实地
探访了该项目。

意外的是，27.7公里的施工便道居然
要行车 2 个半小时。蜿蜒曲折，一路爬
坡，海拔高差达1400米，温差达到20摄氏
度以上。“是不是再也不想来了？”项目党
支部书记李超看出了笔者的神情，“停下
来歇一会儿，把紧急的事物先处理一下，
拐过这个弯儿手机就没信号了。”

透过车窗向外看，大山、牦牛、蓝天、
云朵，好一幅原生态的美丽画卷，不曾想，
这般优美的风景中却藏匿着如此艰辛。

在便道一侧偶尔会看到搭设的蓝色
帐篷，不知道的人以为是放牧人的临时
居所。“这是我们的补给站和信息中转
站，主要负责给车加油、电话沟通信息。”
李超指着蓝色帐篷说，由于二工区、三工
区和隧道工区都没有信号，只能通过卫
星电话和对讲机配合沟通。但山里信号
弱，卫星电话时常打不通，洞口的情况只
能先通过对讲机报告给最近的补给站，
再转至海拔 3900 米处的中转站，再由中
转站传达给项目部。

贡嘎隧道主洞长约9.96公里，是目前
国内最长的单洞对向行车特长隧道。隧
道围岩地质条件差，存在岩爆、大变形、突
水等安全隐患，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隧道洞口处于泸定、冕宁和泸定三个地震
带的交汇处，加之山大沟深，防汛、防火、
防震压力也很大。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能预见的
问题其实都不是难题，我们按照标准和要
求执行就能确保无虞”高攀信心满满地说
道。一工区和二工区正在施工的正线路
基，山体呈V字型走势，有六个回头湾，上
下交叉作业，安全风险极高，这才是他最
担心的。

“11月中旬，隧道洞口夜间温度大约
在零下10摄氏度。但是我们的板房受运
输条件限制还没有搭设起来。”隧道工区
负责人俞宏杰指着正在搭建的临时帐篷
说，每个帐篷住4个人，夜间发电取暖，先
熬过这个冬天……

四

在路基和桥涵施工现场，国道549的
主线路绕着山体盘旋，向远处望去，挖掘
机、压路机、泵车正紧张作业，一片火热
景象。

项目要在决胜四季度劳动竞赛中完
成 6000 万元的高产值，而破解这一难题
的密码是项目部与劳务队伍亲密无间地
合作。

在施工现场，笔者见到了王战所说的
合作伙伴苗全明。他是协作队伍的负责
人，主要负责一工区7.1公里路基和桥涵
的施工，他的东家攀峰路桥公司是中铁一
局及四公司的优质合作伙伴。

“项目部思路清晰，执行标准严格，管
理人员能力强，有责任心，施工时遇到问题
项目部总是第一时间想尽办法解决，我们
干的很顺心，也很踏实。”苗全明对项目部

的管理赞不绝口。10月份，他负责的管段
进度上不去，项目部向他们公司发函后，其
公司非常重视，派出了10个人的督导组现
场盯控，确保了任务目标的顺利实现。

“我们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各司其
职就能把这项工作干好。”王战对于管理
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论，“要多了解被管
理对象在想什么，多问问项目部能为他们
做什么，他们获了利，扬了名，怎么可能不
把工作干好？”

肖卫是协作队伍的技术员，标准的
90后，同他一起来的技术员、劳务工都觉
得项目太偏远，手机信号都没有，陆续离
职了，可他却一直在坚持。

“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能有机会与
中铁一局合作感觉很幸运。”肖卫向笔者
讲述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弃土场只是简单的附属工程，不影
响主线路，曾经干过几个项目对弃土场都
没有具体要求，但是这个项目要求必须按
照标准做，外观质量不达标还要进行整
改”肖卫说，这是一种工作的态度，执行标
准就应该严格，管理班组该强则强。

当笔者问起肖卫，如何看待没手机信
号这件事时，他的表现淡然。“我们这儿有
200多名管理人员和作业工人，大家的生
活环境都是相同的，他们能挺过来，我也
可以。再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
这样的项目。”

在海拔 3900 米的索道运输处，笔者
与肖卫、王战等下车观景，身后是巍峨的
高山、黑色的牛群，面前是连绵的雪峰、斑
斓的云海，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这群建
设者显得格外高大。

纵深的峡谷里，贡嘎隧道建设正如
火如荼，沉寂的大山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

（通讯员 陈敬浩 朱煜喆）

云海筑天路
——中铁一局国道549项目建设纪实

本报安徽宿州讯 中铁一局承建的
淮宿蚌城际铁路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跨京台高速矮塔斜拉桥主墩167号承台1
月11日顺利浇筑。

为确保跨京台高速矮塔斜拉桥167号
主墩承台顺利浇筑，项目部严把安全质量
关，基坑施工过程中做好基坑及既有京台
高速路基监测，保证基坑及京台高速的安
全；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并经专家论证，科
学统筹、密切配合，组织好材料、机械设备
进场;组织现场管理人员及协作队伍召开

安全和技术交底会议;细化承台浇筑各项
工作，在承台施工过程中对钢筋的制作安
装、模板的安装、混凝土的配合比、混凝土
浇筑速度、混凝土振捣过程进行严格控
制，使得每个工序顺利完成。

截至目前，跨京台高速矮塔斜拉桥6
个墩柱承台只剩余 168 号墩身承台未完
成，168号承台基坑防护施作已完成，计划
于2023年3月底完成承台浇筑。

（通讯员 徐帅 杨香丽 孙光源）

淮宿蚌城际铁路跨京台高速公路取得进展

本报广东河源讯 中铁一局物贸公
司承建的新建梅龙铁路庙前湖跨改建国
道 205 大桥 80 米系杆拱，1 月 2 日顺利合
龙，标志该项目建设到达新阶段。

新建铁路梅州至龙川铁路庙前湖80
米无砟轨道双线简支组合拱为钢管混凝
土简支系杆拱，是梅龙铁路5标B类控制
性节点之一。项目建成后，梅州至广州时
间将由原来6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对
满足梅州市至珠三角地区城际客运需求，
形成广河梅高速客运铁路通道，完善广东
省高速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本次安装中，项目部坚持“工期不
变、任务不减”的原则，精心组织、周密部
署，细化责任落实，制定奖罚机制，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联系各方优化技术方案，加
快技术提升，突出过程管控，对照风险点
严格现场隐患排查，紧抓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实现从材料进场、支
架安装到拱肋拼装等环节的层层把关，保
证了拱肋组拼与全桥线形的安装质量，顺
利完成节点目标任务，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推进项目工程整体建设。

(通讯员 袁新昌 冯养明)

新建梅龙铁路庙前湖80米系杆拱桥合龙

1月10日，由中铁一局城轨公司承建的深大城际2标三工区项目类圆形工作井底
板浇筑顺利完成。 通讯员 何明 摄影报道

中铁一局施工

中铁一局施工

华东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发
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中铁一局华东地区指挥部营
销范围覆盖整个长三角区域，主要负责浙
江、江苏、安徽以及上海地区的经营开发工
作。2022年，在中铁一局领导与各部门的
大力支持帮扶下，华东指挥部全员奋勇拼
搏，克服新冠疫情与市场激烈竞争的巨大
压力，经营开发首次突破400亿元大关，创
造了华东区域营销任务历史新高。

以夯实基础为根本 不断提升营销质量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自
年初以来，指挥部深入贯彻落实中铁一
局系列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完成年
度目标这个主线，不断夯实营销基础管
理，努力提升片区营销能力，确保营销规
模与质量稳步提升。

加强营销人员培养。针对营销人员
资源整合和统筹能力偏弱、营销思路与
方法缺乏创新等突出问题，指挥部不断
完善《华东地区指挥部营销人员能力提
升方案》，年度内组织开展“如何开展营
销工作”、储备林、水利水电等多次专题
培训。特别是受今年疫情影响，指挥部
全员利用居家隔离的封闭时间，定期开
展线上视频学习培训会，不断夯实营销
基础理论，拓展营销创新理念，从各个方
面努力提升华东区域营销人员的综合素
质和业务水平。

建立营销快报制度。规范经营开发
工作中的公务拜访活动，对相关客户信
息、营销成果进行有效积累，并通过每次
对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制定后续工作
跟进措施，确保经营工作持续有效推进，
充分利用督查督办、定期重点汇报等手段
不断强化执行力，确保每一项营销节点任
务按期落地。今年来先后牵头组织了近
40次的高端经营活动，对接成果显著。

持续抓好六库建设。不断加强本
区域政府、设计院、投资、地产开发、运
营的知名企业沟通联系，完善“客户维
护、设计咨询、投资金融、地产开发、产

业资源、运营维护”等六个客户资源库
建设。通过近一年来对“六库”建设的
不断推进与完善，针对各地方政府对于
引进社会投资人和产业招商的需求，建
立了产业资源客户台账、产业运营商客
户台账、产业投资基金客户台账和城市
开发商客户台账并达成了多项战略合
作，在项目推进中能为业主解决投资、
开发、建设、招商、管理、运营等一揽子
服务，提升一局在投资项目领域的核心
竞争力。目前已与招商上海产业平台、
奋讯产业资源集团、上海维东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多家产业招商平台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以干促揽做好滚动经营。指挥部
始终坚持高度重视滚动经营工作，充
分结合项目实际，在利用项目优势摸
排后续项目的同时，通过做好营销交
底、讲好在建业绩、组织调研考察等多
种方式，巩固和扩大一局品牌影响力
和业主的认可度。利用已完杭州地铁
9 号线邱山大街车站项目优势，成功接
续中标该地铁车站上盖 TOD 开发项
目；利用在建萧山钱江污水处理厂四
期项目合作方资源优势，接续中标土
方消纳项目；通过在建诺德智联中心
项目良好形象和口碑，接续中标年产
60 亿套 APET 饮容器及 3 万吨光学级
BOPET 项目。

以巩固优势为引领 继续保持传统优势

指挥部始终以传统公招项目为重
点，重视并抓好传统优势领域老业主的
持续维护工作，通过加强日常拜访与交
流，从项目进展、标段信息、业主意向、
对手情况、市场环境等各个环节，第一
时间获取精准信息，扎实做好各项营销
基础工作，为顺利中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铁路领域全年中标三个国铁项目，
占中铁一局下达考核计划的307.7%，超
额完成营销任务。其中，北沿江铁路属
超大体量铁路项目，包含特大桥、隧道、
站房、铺轨等多专业，对填补中铁一局

业绩空白具有重大意义。二是今年宁
波地铁共计中标 6 项，涵盖今年所招土
建、运维、铺轨三个专业，份额在所有中
标单位中位居第一梯队，总体稳定。三
是先后中标浙江省第一条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市域铁路-杭德市域铁路
项目和嘉兴至枫南市域铁路控制性节
点工程项目，对于捍卫中铁一局在浙江
省城轨领域领头羊地位起到很强的促
进作用。四是依托地铁核心专业，大力
拓展市政房建等城市建设项目，积极运
作EPC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进评定分离
定标，取得无锡地铁4号线二期、大成路
快速化工程、糜巷桥家园及锡铁巷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EPC工程总承包、XDG-
2021-56 号地块开发施工总承包等项
目。五是顺利中标淮北宋疃镇基础设
施提升、淮南S16合肥至周口高速公路、
池州 S358 青阳至红石公路改建等 3 个
项目，标志着时隔 3 年一局重返安徽公
路市场，为明年在安徽省公路信用评价
重回AA评级打下坚实基础。

以解放思想为突破 努力开拓创新经营

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国
经济不断萎缩下行，华东地区传统建
筑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地方企业不断
参与扩张，依靠传统领域项目已无法
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指挥部自
年初起，以区域内各属地政府换届为
契机，树立“围着市场转，跟着政府走”
的理念，深入调研分析市场特点，主动
转变经营理念，充分解放思想，深挖核
心资源，从项目推进进程、日常维护对
接、标前条件设置、投标过程把控等各
环节实时掌握、精确到位，打破传统营
销理念，全方面融入区域内属地本土
化特点，大幅有效提高项目中标率。
一是成功中标临海市城市快速路、温
州瓯海片区基础配套工程和温州沿江
快速路工程 3 个项目，成功开拓浙江区
域市政领域新市场，积累了宝贵的运
作经验和投标经验。二是不断探索江

苏区域城市开发新模式，精心筛选、提
前谋划、主动跟进了金陵新村城市更
新、无锡东港镇产城乡全面更新、扬州
江都区文旅产城融合及乡村振兴等重
点项目。三是经过指挥部精心运作，
克服了一局在徐州市场无信用分等劣
势条件，历时 4 个月成功中标徐州丰县
郭庙新村 EPC 安置房项目，打开了苏
北区域房建项目新局面，为我局在徐
州市场房建领域信用分从无到有起到
积极作用。

以属地经营为依托 持续优化区域布局

指挥部以宁波华东建设公司为依
托，充分发挥属地化优势，注重与政府
的良好对接沟通和增量市场的培育挖
掘。一是通过强化属地政府关系维
护，及时与宁波市鄞州区政府建立良
好共赢关系，成功入选鄞州区建设单
位白名单，成立后的半年时间里累计
中标 5 项，其中包含中铁一局首个水利
EPC 项目；二是积极作为，发挥资质优
势，成功获取浙江省水利市场信用等
级，并成功申报“宁波市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二级）”，有效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和竞争砝码，为提升“第二曲线”
项目运作机会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发
挥央企全产业链优势，立足于服务属
地市场实际需求，深度融入属地政府
建设发展，将雄厚的地方资金和发展
需要与我们强劲的企业实力有机结
合，摸排运作可靠、优质的投资项目，
实现央企与地方联合共赢。

同时，安徽区域通过在蚌埠成立全
资子公司，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通过
深入绑定合作、协同开发，有针对性的选
择地方专用债和资金保障项目重点跟
踪，顺利中标龙子湖区高新电子产业园
三期EPC项目，实现了蚌埠市场传统领
域的突破。该项目也是蚌埠公司成立后
的首个项目，对公司后续的高质量发展
具有深远意义。

（通讯员 李嘉隆）

抢抓新机遇 创造新辉煌
——中铁一局华东地区指挥部2022年经营工作纪实

走基层·经营开发系列报道之四

中铁一局电务公司

神信铁路电气化改造项目顺利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