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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公司佳鹤铁路项目兴
安制梁场通过国家认证，标志着该制
梁场已具备批量生产箱梁能力，为下
一步保质保量完成箱梁预制和架设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保恒）
▲近日，一公司承建的陇漳高速公

路乔家坪隧道双线暨连接线工程，提
前 15 天实现全线贯通。该隧道全长
2147 米，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为 2021
年实现全线通车目标奠定了基础。

（杨 萍 姜 雪）
▲6月 28日，由一公司承建的常合高速公路

北延 S3标段正式通车，比计划工期提前 4个月
完工，常熟市交通工程管理处发来贺信表示祝
贺。 （蒋长江）
▲近日，由三公司承建的全国首个物联网示

范小镇———江西鹰潭高新区智联小镇定制厂房、
标准厂房及展示馆分批进入交验阶段，标志着该
项目两大厂房地块主体工程全部完成。

（王磊 陈福得）
▲6月 16日上午，由长安重工公司物贸分公

司组织招标的马拉维公路沥青摊铺机采购项目
在西安顺利开标。这是该公司物贸板块由国内
服务商升级为海外服务商的第一单，标志着该
公司海外集采正式“上线”。 （王 旭）

（上接第 1版）公司生产的冲击式压
路机正式出口阿联酋，至此，长安重
工装备出口国已达 15个。凭借着优
质的产品、强劲的性能和一流的服
务，长安重工以创新促升级，生产了
一大批国际先进的机械装备，依托
高品质的服务，在装备制造领域赢
得了广阔的市场，仅冲击式压路机
就占据了 85%的国内市场份额，目
前获得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61.5%。
选拔精兵强将成立的高原隧道

施工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甫一成
立便一鸣惊人，与长安重工共同攻
关研发盾构刀具，与三公司、五公司
和长安重工共同研发出适合西安地
铁 14号线的软土刀盘，并完成了滚
刀在线监控和隧道内温度控制技
术，累计获得 9项专利授权。

以海外启幕新格局

国内千帆竞发，海外百舸争流。
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实践中，

中铁二十局认真践行“海外优先”战
略，始终坚持“没有海外发展，就没
有中铁二十局兴盛美好的未来”理
念，以诚信赢合作，以品质赢市场，
先后在安哥拉、马拉维等国中标 12
项工程，并成功中标乌兹别克斯坦
近年来最大的基建工程。近日，经过
三年持续努力，加纳房建项目又被
他们揽入囊中，使海外国别市场达
到 14个。
复制国内优秀管理案例进行属

地化改良形成独特的实施模式，是
中铁二十局海外项目的成功实践。
在对目前分布于 10 多个国别

市场的 36 个海外项目管理中，中
铁二十局多措并举全方位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真正保障 2837 名海
外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
此前提下，积极与所在国政府协调
复工事宜，目前各项目正逐次按要
求进行复工。
中铁二十局的大海外发展之

路，经历了从“三分天下”到“平分秋
色”的蜕变，拓荒之旅虽艰，但创举
频现，积淀的丰富经验更被广为借
鉴。年初，中铁二十局修订完善的

《在跨文化管理中推进文化认同》的
案例，被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收录
于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建设案例集
《共生·共赢》一书，为开来者馈赠既
往者的探索。

以责任担当新挑战

“Wi 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筑造无愧于历史和国家的建筑

是中铁二十局的使命，凝结改革发
展硕果回馈社会和人民是中铁二十
局的初心。
面对疫情，中铁二十局党委第一

时间组织党员群众为疫区捐款 481
万元，与疫区人民心连心，奉献央企
大爱。中铁二十局基层各项目党组织
积极作为，组织志愿者紧密配合地方
政府开展联防联控工作。
得知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

开建，中铁二十局主动请缨，星夜驰
援，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并
为项目建设者捐赠大量防疫物资。还
有爱心员工自发采购近 40万斤蔬菜
和 5万多个鸡蛋，驰援武汉和黄冈医
院，更有许多党员主动向党组织缴纳
93.26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疫区。
四海之内皆兄弟。中铁二十局海外

人积极协助滞留哈萨克斯坦的防疫物
资回国，倾力援建安哥拉“小汤山”医
院，在 13个境外市场与所在国政府携
手抗疫。
在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中铁二

十局还与地方政府联动，为“两联一
包”宁陕县五台村拨付产业扶贫资金
20 万元，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
一封封感谢信纷至沓来，无不诠

释着共和国长子的责任和担当。
回首前路，我们无比自豪；立足

当下，我们无比自信；放眼未来，我们
无比自觉。
如果说品质铁建是慷慨恢宏的

大文章，“自豪、自信、自觉”年主题活
动就是具体生动的小标题，用中铁二
十局梦为铁建梦集聚动能，时刻锻造
“战略、管理、服务、效益、贡献、人才、
文化”七把高品质的“剑”，待利刃出
鞘，定所向披靡。

6月 18日上午，一台越野车从渭北高原蒲城县的黄蒲
项目公司驻地出发，几分钟后来到“蒲城东”入口，进入
G65E榆蓝高速公路，司机老刘一脚油门踩下去，车速瞬间
飙到了每小时 100公路。
“咱们的管段就从这个收费站开始，到白水的 32 公里

去年底已经建成通车，到黄龙的 48公里正在建设，计划今
年底通车……”同行的黄蒲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文弓饶有兴趣介绍情况，笔者听得热血沸腾，“脑洞”大开。
心里在想：集团公司过去修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民用机
场无数，却没有一项是自己管理运营的，现在能自己投资
建设，自己组织施工，自己管理运营高速公路，将来是不是
也可以投资管理运营高铁和民航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发生在黄蒲高速公路

上的故事，就是理想与现实强烈碰撞的过程，令人欣慰的
是，集团公司在这次碰撞当中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令人
敬佩。

山重水复 路在何方

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七年之前，2013年的春天，一则
重大消息从北京传来，国家调整经济政策，鼓励民营资本
进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当中。于是，各地政府立即响应。当
年 4月 30日，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一纸批文，由渭南市政府
牵头,会同延安市政府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以 BOT模式
确定黄蒲高速公路的社会投资人。一时之间，众多民营企
业跃跃欲试，经过激烈的投标角逐，国内两家知名的民营
企业胜出，组成联合体成功竞标，签订了建设施工总包合
同。然而，当他们踌躇满志施展身手时，哪里知道，第一次
吃“螃蟹”就陷于吞之难咽、弃之不甘的尴尬境地。由于融
资渠道遇到变数，资金断链难题自始至终困扰着他们，最
终留下个“烂尾工程”。

2017 年 9 月，渭南市政府果断收回该项目，公开招标
选择新的投资人，集团公司凭借良好的社会信誉和雄厚的
企业实力，牵头与新余铁建广融投资合伙企业组成联合体
竞标，一举胜出，成功中标该项目，并于 2018 年 3 月和 6
月分别签订了投资建设协议和运营特许经营权协议。合同
约定，以中铁二十局主导组成的联合体自己投资（筹资）建
设、自己组织施工，自己管理运营 30年，期满后无偿移交

地方政府。
于是，黄蒲高速公路，这个在三秦大地上较早诞生的

BOT 新生儿有了“再生父母”，中铁二十局取代原投资
人，进入当地政府和沿线百姓的视线。由李选利任董事
长兼总经理挂帅注册成立的“陕西省黄蒲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挂牌登场，数百名精兵强将驻扎渭北高原，数百台
机械设备开进现场，寂静中沉闷多日的工地重新沸腾起
来，省市政府和沿线百姓对这一“县县通”民生工程翘首
以盼，寄予厚望。当然，其中不乏有人捏着一把汗：“这次
的这拨人行吗？”

历尽坎坷 终成大道

对于以李选利为首的黄蒲公司团队来说，同为第一次
“吃螃蟹”，他们玩转这个“BOT”并不比前一拨投资人轻松
洒脱，只不过遇到的困难和困惑属性有所不同，但也同样
棘手。也许是当“施工方”当习惯了，第一次当“业主方”不
适应，工作刚刚开展，很多疑难问题就让他们始料不及，吃
尽了“陌生苦”，跑够了“回头路”。
“首道难关当属报建手续，当初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

业务员走出大门，却不知道往哪走，该先找谁办。”分管报
建的副总经理张选如是说。后来跑熟了才知道，搞 BOT高
速公路项目，最紧迫的工作当属报建手续，前期报国家部
委、省级部委审批的有十多项，每项报批都要准备若干支
撑资料，取得这些资料则需要大小配套手续数百个，每个
手续都需从下往上找，村、镇、乡、县到省、国家部委等，少
一个公章都办不了。
在报建攻坚阶段，从董事长李选利到公司相关业务人

员都毫无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村里乡里盖章，发现
主办人员不在，没关系，蹲守。跑到省里甚至北京报批，却
发现手续不全，立刻折回来补办。历尽艰辛，终成正果，等
手续办齐了，“门外汉”也练成了“专家”！
接下来遇到的难题是资金问题，尽管投标前各方对黄

蒲高速公路的“资金链”做过充分论证，公认为可行，但在
运行当中却“掉了链子”，各种“意想不到”接踵而来。项目
开工后，恰遇国家调整融资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股东成
员新余铁建的资本金无法合规进入黄蒲高速公路公司账
户；因报建手续迟迟没有办完，原定的银行贷款计划无法

落实，剩下的资金来源渠道只有一条，企业在投入资本金
外无限量增加垫资，其风险谁来承担呢？
“资金问题虽难，却是暂时的，随着报建手续的完成，银

行贷款如愿到帐，最致命的是国家‘蓝天工程’的实施带来
当地砂石料场的关停，让整个黄蒲高速公路成了无米之
炊。”对于建筑施工行业来说，国家任何一项关联政策调
整，都会带来暴风骤雨式的震荡，李选利率领的黄蒲公司
团队也不例外。
没有砂石料，整个工地面临停工，“退场”谣言一度在

一线员工中传播，悲观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在参建队伍中
扩散。
“咱中铁二十局既然揽下黄蒲高速公路这个瓷器活，就

必须拿出金刚钻，遇到困难就退缩，央企的信誉何在，咱这
些人的脸面何存？”应了那句古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关键时刻，李选利的态度不但让黄蒲团队员工精神振
作起来，也让地方政府官员深深感动。
于是，“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他们一边

花高价从邻近省份购买部分砂石料保证重点工程施工不
停，一边积极主动，奔走呼吁，向相关方如实陈述停工待
料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还借助国家领导人调研的机会
反映情况。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9年 6月，当“黄蒲高速公路

专用石料场”打开绿灯时，整个工地立刻迎来了大会战的
春天。
黄龙到蒲城高速公路，全长 8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 75

亿元，设计 5个收费站，2个服务区，1个停车区，所经之处
山梁起伏，沟宽壑深，高墩长桥、长大隧道密布，对于集团
公司能工巧匠来说，这项工程只能算“小菜一碟”。但是，这
条线出自关中，直通陕北革命老区，政治意义深远，它是地
方政府乃至中央领导重点关注的“县县通高速”民生工程，
老区要“消贫”，就必须打通“最后一公里”，
其紧迫性不言而喻。

2020年 2月 13日上午，陕西省交通运
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杨育生一行专程到集团
公司总部，前来表达感激之情：“黄蒲高速公
路首段蒲城到白水 32公里在很短时间内建
成通车，中铁二十局员工付出了很多艰辛，
创造了陕西公路建筑史上的奇迹，特来表示
感谢！”

路漫漫 其修远兮

首段 32公里通车后，当团队中有人为小
胜沾沾自喜时，李选利一盆冷水迎面泼了过
来：“咱们是央企，不是慈善组织，钱投进去
了，就要管好用好，让它产生效益，如果投资
收不回来，给集团公司挖个大窟窿，在座的
可都成了历史罪人啊！”
李选利的警示并不是没有道理，从事

财经工作多年，他深谙建筑市场的投资风
险，尽管集团公司在投标接手黄蒲高速公
路之前，对征拆补偿、设计检测、建设施工

成本、运营维护成本、投资回报率等“经济账”算了又算，
对与股东的合作模式、与原建设单位的交割、遗留问题
的消号、建设运营当中的风险管控、未来市场的拓展空
间等“政治帐”反复评估、论证，其可行性方案得到省、市
及上级主管单位中国铁建的一致公认。但是，笔者明显
感觉到，这个团队的领导班子头脑非常清醒，忧患意识
无时不在。
深度交流得知，黄龙至白水 48 公里按期开通才是真

正的“娄山关”和“腊子口”，陕西省委、省政府已关死后
门，必须确保 2020 年底建成通车。意味着除去疫情影响
的两个月，要在短短 10 个月完成剩余的 35 亿元投资，
对承担土建和交通安装的二、四、贵州公司来说，都堪称
开集团公司历史先河。为打响新的战役，从 6 月初开始，
省交通厅、集团公司、参建子公司均成立工作组进驻现
场优化方案、调配资源，层层包保弥补欠产。截止目前，
如火如荼的全线昼夜奋战态势已经形成，各关键控制点
正快速推进。
了解完通车段的情况后，笔者把视线转移到黄蒲高速

公路在建段工地，越野车沿着盘绕在大山深处的狭窄公路
继续前行，出了洛川县石头镇，拐进了一条铺了水稳的施
工便道。“你看，前面就是四公司施工的石堡川河特大桥，
这座桥目前正在突击架梁。省里要求白水到黄龙段年底全
线建成通车，任务很重，时间很急，大家都在加班加点赶工
期！”看得出，张文弓对施工进展了如指掌。
看完全线返回途中，笔者想起了屈原的两句名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结合《离骚》全诗
理解，该句的大意应该是：尽管道路又窄又长无边无际，
只要我们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就一定
能够寻找到心中的太阳。中铁二十局“黄蒲战队”的未来
何尝不是这样呢？

昆明讯（王慧伶）日前，五公司承建的郑徐高
铁民权特大桥、西安地铁四号线和贵阳地铁一号
线三项工程荣登“中国铁建杯”优质工程奖榜单，
企业创优工作再结硕果。
郑徐高铁民权特大桥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民权

县境内，属历史黄河泛滥区，地质条件差，且跨越
既有线、国道与省道施工，大跨度桥梁多，安全压
力大。同时，该条线路为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
结构，设计时速 350公里，技术标准极高。在历时
四年的施工中，项目建设者展开技术攻关，研发了
自密实混凝土、混凝土裂缝控制、预应力技术、预
制构件工厂化生产加工、钢结构滑移、顶升施工及
施工扬尘控制等多项全新工艺，完善了 CRTSⅢ
型板式无砟轨道技术体系，极大提升了施工效率
和工程品质。项目建设团队也一举斩获中华全国
总工会“模范职工小家”“陕西省工人先锋号”“青
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
西安地铁四号线是西安城市建设、遗址保护

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施工中，建设者大胆创
新施工工艺，严格过程管控，成功克服了“文物
保护、湿陷性黄土和穿越地裂缝”等重大技术难

题，又好又快完成建设任务，创造了盾构空推过
站、空推过隧道以及单月产量 245 环的“西安地
铁速度”。建设中，项目参建人员严格落实管理
流程、岗位职责和施工工艺“三个标准化”管理，
将“精品引路，样板先行；开工必优，一次成优”
的质量管理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他们成功编
写了《穿越地裂缝暗挖隧道特殊变形缝施工》
《黄土地层盾构掘进施工》等五项施工工法和七
项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该项目盾构工班荣获
“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项目经理梁缄鑫荣获
“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个人”荣誉；项目建设团队
先后荣获“陕西省工人先锋号”“陕西省重点工
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集体”“陕西省省级文明工
地”等 68 项荣誉，为集团公司在西安地铁市场
赢得了“金牌”口碑。
贵阳地铁一号线全长 34.3公里，横跨贵阳南

北，所经区域属喀斯特地貌，多溶洞、多断层、岩面

起伏大、区域地下水丰富，施工难度极大，被地铁
专家授以“最难”地铁称号，形容是“在心脏上做手
术”“给大脑做 CT”。建设过程中，参建人员克服重
重困难，“见缝插针”，实现了全线第一家围挡、第
一家管线迁改、第一家基坑开挖、第一家车站封顶
……第一家完工等多项“第一名”，在轨道公司各
项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新长区间隧道施工中，
技术人员成功破解技术难题，严格遵循“以防为
主，刚柔相济，多道设防，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原
则，采取冷开挖并辅以注浆小导管支护的方式，成
功穿越喀斯特，圆满完成“针尖上跳芭蕾”这一高
难度动作，为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差环境下的隧
道施工积累了宝贵技术经验。
近年来，凭借优异的施工品质，五公司美誉度

日益攀升，多项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中国
铁建杯”优质工程奖及所属地方最高质量奖等诸
多荣誉。

五公司创优工作再结硕果

大 路 通 天
———发生在集团公司黄蒲高速公路项目的故事

●牛英 姚政军

图为正在施工的上王沟大桥

图为水稳基层铺设施工

国内单线铁路最大跨度钢管拱合龙
马鞍山讯（林向军）6月 26日，由四公司承建

的国内单线铁路最大跨度钢管拱———郑蒲港铁
路专用线“跨合芜高速公路连续梁 170米钢管
拱”成功合龙，该连续梁拱所采用的“退行低拼提
升架设施工工艺”，在集团公司属首次使用。
该公司承建的马鞍山郑蒲港铁路专用线

横跨芜湖、马鞍山两市，线路全长 38.8 公里，
工程以路基、桥梁、房建等为主，计划今年 7
月份建成通车。
此次合龙的跨合芜高速连续梁钢管拱拱矢

高为 34米，拱间净间距 8米，拱肋全重 612吨。
施工过程中，受场地限制吊车站位困难，起重高
度超 50米，且吊车占用高速公路面积大，协调
难度高，安全风险大。
面对一系列困难，项目部邀请相关专家教

授会同现场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制定钢管拱安
装技术专项施工方案，多次组织召开钢管拱安
装施工评审、安全技术交底等会议，同时从多方
面进行了实地考证，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管
理。施工中，他们采用“在桥面临时支撑从中间
向两头退行低拼 4/5，再利用两端设置提升架

进行整体提升，与拱脚部分钢管拱合龙施工”的
方案，确保了此次节点的顺利实现。

2020 年，是郑蒲港铁路建设的收官之年，
项目部以铁路铺架为主线，紧紧围绕“夯基
础、强管理、创品牌、走前列”的总目标，将践
行“自豪、自信、自觉”年主题活动与施工生产
有力结合起来，全力构建“融合党建”的格局，
党员干部带头现场办公、解决难题，为项目快
速推进提供了保障。
施工过程中，该项目部以全线控制性工程跨

合芜高速连续梁 170 米钢管拱安装为重点，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原则，配足 460人的劳务队伍
及各类机械 70 台套，明确岗位责任，提高了工
作效率，加快了连续梁拱架、架梁等施工进展。
同时，他们积极推行“一网四格”安全管理模式，
强化现场盯控，狠抓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截止目前，项目未发生一起安全质量责任事
故，为 7月份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郑蒲港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提升马鞍

山市江北地区的港区集疏运能力，促进马鞍山
地区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