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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老铁路建设中，有一支队伍
承担施工的线路在全线的项目部范围
内，里程最长，专业最多，施工工序
最复杂，面临的困难也最多，施工速
度却是最快的，从开工到完工，只用
了642 天。

半月完成了 3 个工区安家任务，20
天项目部就开始正常运转；

疫情期间，分散在全线 170 公里线
路上的员工，无人感染新冠肺炎；

沿途经过老挝北部南塔省、乌多
姆赛省和琅勃拉邦省的磨丁、纳堆、
纳磨、纳通、孟赛、纳科、孟阿、慧
汉、琅勃拉邦等 9 个车站，四电工程线
路里程达 170 公里，涉及通信、信息、
信号、房建等 4 个专业，仅通号专业缆
线敷设长达 900 余公里，连续 642 天安
全施工无事故；

从 2020 年 5 月 1 日 8 名先遣队员面
对疫情，逆行到老挝首都万象，到确
保中老铁路 2021 年 12 月 3 日 16 时 45 分
成功实现双向开通运营……

除了圆满完成四电工程任务，老
挝北部乌多姆赛省和琅南塔省政府还
相继为项目部颁发荣誉奖章。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公司中老
铁路磨万项目部建设者，从我国长江
中游重镇武汉赶赴老挝承担中老铁路
期间，面对疫情和资源稀缺等诸多挑
战 与 考 验 ， 以 “ 逢 山 凿 路 ， 遇 水 架
桥”的企业精神和“尽心尽责、实干
实效、向新向前、共进共赢”的行为
准则，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铁路建设者
在异国他乡的中国铁军风采。

“磨万速度”：
20天项目正常运转

2020 年 4 月底，武汉的封城令刚解
除，南方公司信控分公司经理王时龙就接
到重任，带领先遣人员在5月1日赶到老
挝首都万象接任中老铁路磨万段四电工
程任务。

王时龙等一行8人克服万难，如期赶
到万象时，他们又犯难了：需要接受集中
隔离观察。

在隔离期间，他们借助当地华人渠
道，迅速完成了汽车租赁和距离项目施工
最近的老挝北部地区乌多姆赛省房源调
查，为项目进场“建家建线”打基础。隔离
期结束后，王时龙亲自带队，一行人共 3
台车装上各种行李、四电工程设计图纸、
安全防护用品和通讯工具等，赶往距云南
边境不足100公里的乌多姆赛省。

在老挝，万象通往乌多姆赛的南北通
道只有一条 13 号公路，从南部平原一路
向北，虽然只有 560 公里，花在路上的行
车时间长达 18 小时。到达乌多姆赛省已

是第二天晌午。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还
在营业的老挝米粉店，三口并作两口，吃
完饭后立即开始寻找安家的地方。

尽管由于老挝北部人口稀少等原因，
适合建设项目部的房源十分有限，他们还
是得益于隔离期间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
事馆和当地华人的帮助，只用了3天完成
了项目部选址，7 天达到了办公条件，15
天完成了 3 个综合工区驻地生活办公条
件，20天完成了项目部中心料库建设，为
项目正常运转创造了条件。项目部安家速
度在中老全线项目是最快的一家，被称为

“磨万速度”。

步步为营：
为的是铁路物资一路畅通无阻

鉴于老挝相关法律及规章制度，所有
免税物资不得跨省运输。中老铁路磨万段
四电工程和项目员工所需的生活和疫情
防控物资二次转运，对比国内手续变得更
加繁琐，加上道路运输问题，即便是物资
出库了，也不能保证在限定时间内到达现
场。

疫情后，中老之间仅有的两个口岸都
处于封闭状态，很多在国内随处可见的小
材料，如扎带、螺栓、自喷漆等在老挝无法
采购，必须提前预定或网上采购再跨国邮
寄。项目部物资部长付奇不得不提前准备
相关资料报备到相关部门，再由相关部门
出具正式文件与出库物资一起随行。

有的特急物资就通过走湄公河办船运
手续，还有的走边贸进来，付奇经常随车从
仓库到老挝磨丁口岸。随车押运物资在老
挝13号公路行走，路上一堵经常就是五六
个小时，赶到项目驻地经常是凌晨。

出于工作需要，付奇在南方公司磨万
铁路四电工程管段内和周边城市的杂货
店、贸易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目的只
有一个：以最快的速度，把施工所需的物
资第一时间送到施工现场，确保现场施工
顺利进行。

工程所需大宗物资需由厂商发货到
中国磨憨口岸（部分物资还要发货到昆明
检测合格后再发往口岸），在口岸卸货清
点完毕工程物资后，再找国际物流贸易公
司装车报关发往国外指定的仓库，所有四

电工程所需的物资不得不频繁转运才能
到达施工现场。南方公司便分别在昆明和
磨憨口岸两地派驻专人协助磨万项目部，
原来需要10~15天才能到货的物资，只用
7天左右就可以到达指定位置了。正因为
有了后方与前方的通力合作和采取了一
系列超常规的应对之策，磨万段四电工程
所用的大宗物资才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
路畅通地送达施工现场。

分秒必争：
每前进一步都在竞技中行进

2020年6月24日，磨万铁路孟赛信号
楼打下了第一根桩。正在项目部员工准备
撸起袖子不断掀起大干高潮的时候，接二
连三的暴雨天气，使得原本安排得滴水不
漏的工期开始打折扣。

根据当地的水文气象记录，从4月到
11月份，一直是老挝梅雨季节，持续的雨
天和高温，给信号楼和通信楼房建带来诸
多困难。

与雨天搏斗，与时间赛跑，成了项目面
临的最大挑战。在抓紧点滴时间、分秒必
争、科学安排施工生产的同时，项目部当机
立断，增加作业队伍和现场技术管理人员，
调整施工安排方案，见缝插针，错峰组织施
工，把每天可以充分利用的时间，用好用
足，确保节点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

由于老挝北部山区的5个行政省普遍
人烟稀少，磨万铁路贯穿其中3个省份，去
哪儿寻找合适的劳务队伍这个难题出现在
项目管理团队面前。他们便通过中国驻琅
勃拉邦总领事馆与当地政府和商会，介绍
了2支当地的劳务队伍，又费尽曲折从马
来西亚聘请了30名中国房建技术工人，填
补了当地劳务队伍技术力量的不足。针对
房屋建设面临的实际，进一步完善针对房

建专业的“六比一创一带劳动竞赛制度”和
“两融一干一交一树制度”，改变以往劳动
竞赛侧重于进度、质量和安全的“铁三角”
现象，大力提倡通过运用创新工作室技术
攻关，提高施工进度，减轻员工劳动强度，
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工程质量，实现从拼体
力和劳力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新形式和
特殊环境下劳动竞赛的质量。

正是因为针对房建专业采取“六比一
创一带劳动竞赛”和“两融一干一交一树”
措施，确保了后来的信号楼和通信楼房建
工程赶在节点之前顺利封顶。对此，中老
铁路磨万监理站特地发文通报表扬。

塑形塑魂：
时刻不忘肩负的初心使命

为了充分发挥项目部党群骨干在磨
万铁路四电工程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项目党支部通过对全体员工进行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培养员工在异国他乡
牢固树立“重诺、坚毅、品质、共生”的品质
个性。

一是“走出去”。项目部支部书记杨晓
东请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领事和当
地德高望重的官员给参建员工讲中老两
国珍贵的友谊史和老挝解放与发展史，增
进项目员工对老挝政府、民众和文化的尊
敬、理解与友情。二是通过承办中国驻琅
勃拉邦总领事馆委托的烈士公祭活动、四
史教育和主题党课等活动，以及坚持“每
日一小时”学习制度，加强对广大员工教
育管理，强化广大员工牢固树立集体主
义、爱国主义思想，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
筑牢战斗堡垒。三是通过开展“无人岛大
战”活动与后勤管理人员包保仓库卸货和
组织员工前往抗美援越烈士墓瞻仰烈士
纪念碑等活动，让广大员工感受组织的力
量，时刻不忘自己和项目团队肩负的初心
和神圣的使命，争当青春无悔的中国铁路
建设者，安全、优质、高效、快速地把中老
铁路建设成为造福老挝人民，助力“一带
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
略对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走向繁荣富足之路。

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不久，项目部被授
予“中国铁建股份公司工人先锋号”，有20
多名员工先后荣获地市（集团公司）级以
上各种光荣称号。 （郑传海）

“ 磨 万 先 锋 ”
——记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南方公司中老铁路磨万段（老挝境内）项目部

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
日还”的唐诗，让人们对山峦叠嶂、云遮
雾绕的巫山烟云，产生了无穷的遐想与
回味。

时光穿梭到现代，“诗仙”李白所描
绘的“白帝彩云间”，已被现代人用“穿山
破云”手笔，抒写出全新的“唐诗”。这
篇“新唐诗”就是“安康至来凤国家高速
公路项目”，并由重庆交建集团等多家公
司承建。该项目重庆境内的奉节至湖北
境内的建始段（简称“奉建高速”），正是
穿越“白帝彩云间”所描绘的区域。

奉建高速全长 48.5 公里，整条高速
路基本由桥梁和隧道组成，桥和隧道占
整条高速公路的91%，其中67%左右由隧
道组成。不难想象：白云弥漫的群山峻
岭，一条地面基本看不见的高速公路，正
被一群战天斗地、逢山开路、遇水建桥的
建设者所创造与描绘，不得不让人产生
极大的敬佩感。

除了敬佩感，这里还有巨大的神秘
感。工程所处的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

骨坡地带，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的“巫山
原始人”发现地。而奉建高速公路最长的
13公里的隧道，也是目前重庆市在建的
第一长隧道，就在我们人类祖先活动与
生活的大山下穿越，这一特长隧道也顺
理成章取名为“龙骨坡隧道”。

充满着古老而神秘的施工环境，恶
劣条件下的传奇建设者……终于有一
天，我如愿前往。我们一行跨夔门长江大
桥，顺江行驶后进入省道、乡道，开始盘
山而上。一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施工项
目部，映入眼帘的是庄重大气、整齐划一
的办公房、生活房、学习活动箱房，与大
山深处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新
型的箱房与传统板房完全不在一个档
次，房间内设备齐备，空调、沐浴、纱窗、
床柜、写字桌、防潮地板等一应俱全。

项目部朋友告诉我：“龙骨坡隧道是
奉建高速主要控制性工程，起于重庆境
内巫山县庙宇镇小营村园石板附近，止
于湖北省建始县沙坝钱家湾附近，分为
左右双洞四车道，全长12公里，造价高达

23.6 亿元，是重庆市在建工程第一长隧
道。”

“特长隧道施工面临诸多且巨大难
题，譬如地质和水文情况特别复杂，不良
地质岩层多且变形大，还存在煤层瓦斯
等有毒有害气体等情况，施工特别的艰
难。”据了解，该隧道施工还位于江南自
然保护区实验区，对施工过程中环境生
态保护要求也特别的高。

为解决施工中的难题，项目部针对
隧道断面大、地质条件不良的情况，采取
了大管棚超前预支护的施工方法，首先
通过向不稳定的山体钻孔，用粗钢管打
入破碎的山体30米，再用钢格栅拱架进
行支撑，随后向钢管内注入水泥浆，形成
一定长度和强度的钢筋混凝土“棚子”，
并在这个“棚子”下安全快速的开挖推
进。如果隧道内开挖遇上不稳定破碎地
层，还要用小导管注浆的方式进行补充
加固。

项目部的朋友说：“目前在这种地质
条件下只能采用这种施工技术，一步一
步向山体推进。”据资料，仅龙骨坡隧道
混凝土用量达到 93.8 万立方米，各类钢
材用量达到近4万吨。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要优质、安全、高效完成这一特长隧道施
工，“奉建高速”项目还有自己的一大“金
刚”利器，那就是“钢材数字加工厂”。传
统的施工现场钢筋加工是一片“火热”，
机器轰鸣、钢花四溅、人声沸腾，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当我们来到这个大山深
处的钢材数字加工厂时，完全颠覆了我
的印象。

在群山中一块地势平坦的地面上，
一座占地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的十分豪
华大气、色彩十分特别的“钢材数字加工
厂”拔地而起，极富强烈的现代感。整个

“数字工厂”由加工车间、生产指挥中心、
样品展示区、生活区等设施组成，工程建
设中所需的各种各样钢筋及各种钢材构

件，从设计、下料、切割、制作、组装、配送
等全部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操作。

当我跨进核心区的钢筋加工车间，
已被眼前景象所震撼，没有金属的敲击
声，没有人员的噪声，更没有电焊气割的
臭味，一切都通过电脑屏幕、机械操作运
行；加工区厂房总跨度 90 米，长度 110
米；三个互通式的生产区域，分别设置原
材存放区、钢筋下料区、钢筋加工区、成
品及半成品存放区等，各种型号的钢材、
数控加工机器等一字线排列在色彩鲜明
的区域内，并各自完成不同的生产加工
任务。

据介绍，工厂管理和专业化生产人
员共40余人，有国内目前最为先进的数
字化设计、制作、加工、配送程序和设备，
如拥有国内领先的盖梁和拱架焊接机器
人、数控钢筋笼滚焊机、数控钢筋锯切套
丝生产线、小导管生产线、自动化连接板
生产线等各类智能化钢筋加工设备20余
台套，日加工配送量在200吨以上，承担
起整条奉建高速重庆段29公里工程所需
11万吨钢材的加工及配送任务。

在加工现场看到，桥梁工程核心部
位桩基钢筋笼制作，不仅每一寸钢筋得
到充分利用，而且钢筋的分布尺寸十分
准确规范，焊接和搭接也十分牢固，这为
工程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隧道施工
中所用钢拱架经过数字化设计并下料切
割，再经过数控机器的加工，不仅材料浪
费极少，而且拱架的尺寸和弧度得到完
美而精确的制作，为隧道快速、安全打造
出漂亮的拱顶提供了条件。还有桥梁工
程中所需的钢箱梁、隧道施工中超前预
加固小导管注浆所需的小导管、洞壁实
施喷射混凝土所需的钢筋网片等等，都
在这里精准、精细、精美地制作完成。

愿奉建高速公路建成后，人们能驾
车体验穿越“彩云间”那散发着远古气息
的群山与河流！停下脚步聆听原始“巫山
人”狩猎中的号子！ （陈利）

探秘彩云间的“奉建路”

中煤七十二公司安徽宿州锦绣华府项目部，针对民建
市场的微利竞争新常态，围绕“开源节流 提质增效”主
题，深入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全员、全过程管
控，从细处降成本、提效益，全面提升经营管理质量。

系统性谋划——下好管理“先手棋”

施工前，项目部根据企业制定的上缴费用指标，结合
合同工期、质量、安全目标，深入市场调研措施费、劳务费、
材料费以及环保、税收等影响成本的各类因素，认真编制
项目管理成本策划书，并经该审批，作为项目全过程管控
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书，实现了项目成本管控关口前移，
形成了成本管理的路线图和管理标尺。

项目将施工组织作为影响成本的关键因素，深入开展
生产组织、技术方案等策划，累计编写施组2项，超危大工
程专项方案5项，专项施工方案29项，管理策划、措施等7
项，有效保证了施工的高效率、低投入。项目通过深入推进

“永临结合”，将永久投入代替临时投入，减少了重复施工
等带来的浪费，减少用工用料，累计节约投入63.35万元；
主动适应环保等新标准、新要求，扎实推进垃圾减量化，引
进垃圾粉碎机，并将废料进行重复利用，垃圾利用率达
80%。

通过系统性谋划和严格落实，项目预计节约工期57
天，节省固定费用约120万元，并加快了资金回笼，收到业
主表扬信和工期奖励。

结构性重塑——凝聚利益“共同体”

项目部进一步完善管理激励机制，积极推进绩效分配
方式改革，提升项目二次经营空间，实行模拟股份制。项目
划定模拟股份份额，项目员工交纳股金，持有者按照模拟
股份比例进行超利分红，该项措施有效提高了员工积极
性，激发了员工创造性。

根据成本策划书，项目部成立控本小组，紧盯成本管
控关键问题和变量，寻找最佳降本提效方案。控本小组由
领导班子、业务部门、基层班组三级构成，按照盈利板块、
节支板块、减亏板块三个方面实施月度评价考核，结合实
际对各类成本指标进行再次细化分解，通过指标刚性约
束、考核严格兑现，强化全员“管业务必须管经营”理念。

该项目材料费用约占工程总造价70%，节约材料消耗
是降低工程成本的重点。项目部从材料采购、运输、储存和使用环节入手，全方位
加强管理，节约材料消耗，降低工程成本。对于大宗材料钢筋、混凝土、砌体等均在
分包合同内约定损耗率，现场设置磅房，使用广联达物料验收系统，会同分包单位
管理人员对所有入场材料计重称量；现场使用的钉子、铁线等辅材及小型工器具，
在劳务招标时全部包含在劳务单价里，从而达到了节约的目的。

价值性创造——汇聚创新“源动力”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项目成立了党员创新攻关小组，围绕“降成本、提效能”开
展了技术调研和攻关。项目推广应用“钢背楞+钢方通+钢包木”模板支撑体系，实
现了“以钢带木”，减少了木制周转材料使用，提高了模板安装速度，减少了人工投
入；采用“拉杆式铝模+爬架”体系，实现了高层高穿插、快建造，节约了工期。

另外，该项目深入推进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积极应用BIM+智慧工地技术、
装配式施工等，实现了施工生产的标准化、工具化、定型化、装配化。项目累计申报
专利4项，QC成果2项，“五小”成果2项，工法5项，课题研究3项，关键技术研究3
项，科技立项2项，推广应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共计42子项，新技术应用有力助推
了降本提效，预计节约成本约170万元。

该项目各项管理赢得地方住建部门、业主及监理单位一致好评，先后承办当
地现场观摩会，荣获“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等荣誉。 （郭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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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整洁，屋舍俨然，溪流清澈，笑声
朗朗……漫步在江苏省江阴长泾镇习礼
村，一幅人和村美的水乡画卷次第展开。

“如今村里的环境真好”，村民们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村容村貌的提
升，正得益于中建二局建设工匠们连续3
年的污水治理。

从入户“探访”到热情“串门”

项目团队的小伙们怎么都没有想
到，在江南乡镇做农污治理工程，第一关
竟是语言关。

由于江阴的许多村庄年代久远，排
布也并非整齐划一，加之每户的卫生间、
厨卫间的设置也各有千秋，所有房屋的
出水管走向五花八门，要想将这些与就
近河沟等随机相连的排水管，归拢到一
个“统一战线”中，就必须深入每户村民
家中，摸清出水管的来龙去脉。

在大家入户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操
着本地方言的独居老师。不会普通话，而
入户摸排的建设者又全部都是北方汉
子，怎么办？语言不通就上手语！有聪明
的小伙对着奶奶手舞足蹈，试图通过肢
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用手比划一
个“马桶”，再配个冲水的声音特效，很努
力地想问出马桶水从哪里排出去。

然而“手语”的效果依旧不佳，最后
还是一位有头脑的同志，拉来了一位村
里的阿姨帮忙翻译，在阿姨的帮助下，双
方终于明白了各自的意思。小伙的额头
冒出细汗，用手一抹，连忙道了数声谢
谢，而奶奶也露出慈祥的笑容。

“入户”摸排的过程中，建设者们也
发现，村子里独居老人有很多。时间久
了，彼此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升温”。有一
次摸排路上，党支部书记黄克看到往日

总是笑呵呵的张妈妈坐在门口发呆，眼
圈红红的，过去聊天时，老人赶紧抹着眼
泪说没事。大家知道，老人一定是想亲人
了。“这个事情让我们很触动，后来我们
就商量，每周轮流派建设者到这些独居
老人家中，帮他们打扫卫生、做做家务，
那些听不懂的方言也渐渐能明白一二，
现在老人看到我们串门，都会拉着手嘘
寒问暖，就像家人一样。”黄克说。

从“被动”配合到“主动”管理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确实是个取景
的好地方。”村民王桃芳的一番话道出了
顾山镇国南村秀美的村貌。走在村间小
路上，路面整洁清爽，倍感惬意。清风徐
来，水波不惊，树木花卉也仿佛在享受着
早春里的静谧。这一切都是归功于农污
工程的高效治理。

而在治理之初，由于村庄处于镇中
心地带，附近车流量、人流量大，闹市区
的作业，让百姓倍感不便。为了赢得百姓
的理解和支持，建设者在多处细节上下
功夫。比如，在沟槽回填后，当日内迅速
铺好碎石，避免下雨天车轮陷入，每日对
道路进行清扫、洒水，减少扬尘污染。同
时，项目部还将每周三作为“村民验收
日”，邀请村民们一起检验管道的整修成
果。“老百姓们对管道潜望镜非常感兴
趣，每次潜望镜伸入管道后，居民们都会
围上来，看看自家门口的管道情况是否
良好。”项目经理邹建伟说。

百姓有了“参与感”，污水处理设施
的维护工作也就变得更加顺畅。建设者
们编订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指南》，指导村民们在日常生
活中如何管理好自家的排水管。农污治
理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变，据村支书

介绍，污水处理后，有些已可用于农业灌
溉和生态养殖，为村民省了不少成本。

从“照图施工”到“因地制宜”

以往根据编制好的方案进行统一施
工的做法，在条件千差万别的江阴是行
不通的。施工设计图纸的标准化与现场
实际施工环境的差异，是摆在施工人员
面前的一座大山。

在徐霞客镇东缪村施工时，主要管
线要经过一排主房屋，同时还需要设置
检查井，遭到村民们的集中反对。而重新
选线后，虽然有效避开了村民家门口，但
又产生了新的棘手难题——途经田地。

这下，村民们又“不干”了。村民张爱
国家有耕地5亩，是村里耕地方面的大户
人家，虽说管线埋好后可以恢复被挖开
的田地，但还是有几个月份受到影响。对

于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那方耕了
一辈子的田，比亲儿子还要“宝贝”。

经过多次协商，项目团队三道对策
并用，一是补偿，二是安抚，三是采购。根
据苗圃在施工期间的受损情况，对每户
给予足额的青苗补助费，解决了大部分
农户的担忧。对于不理解的老人家，则多
次登门拜访，用一番番换位思考的话，打
动了老人们的心。

为了提升工程品质，项目部还引入
“农污零直排村”概念。“零直排”包括五大
方面——污水全收集、雨污全分流、处理
全达标、资源全利用、监管全智慧，带动当
地农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
这场为期三年的“治水记”即将落下帷
幕，而这一方山青水绿的环境创造带来
的生态经济红利却刚刚开始。（王虎军）

从“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
—— 中 建 二 局 江 阴 农 污 水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项 目 建 设 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