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合肥讯 截至11月12日，中铁四局
四公司完成建安产值 160.34 亿元、新签合同
额 333.7 亿元，分别占局下达年度任务的
100.8%、101.8%，提前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
务。

今年，为确保施工生产任务按时完成，四
公司加强过程预警干预力度，对项目施工产
值进度实行分级预警管理制度，对关键的分
部分项工程工期滞后20天、10天、5天分别进
行Ⅰ级红色、Ⅱ级橙色、Ⅲ级黄色预警。通过
工程管理部下发预警通报、工作组驻点帮扶、
分管领导组织现场推进会等举措，推动施工
生产有序推进。为将疫情防控对施工生产的
影响降至最低，四公司组织新开工项目就近
选择施工班组，最大限度减少因人员流动产

生的疫情风险，安排处于施工大干阶段的项
目提前做好物资材料筹备、各专业施工人员
调配、工序衔接调整等工作。

今年，四公司抢抓铁路项目集中开标机
遇，主动对接上海铁路局、安徽铁投等建设单
位，深度参与项目前期跟踪，详细组织工地调
查、概算跟踪策划和标前成本测算，集中优势
资源选好标、编好标，参与配合局中标淮宿
蚌、阜淮、雄忻等新签合同额共计 163.3 亿元
的铁路项目。

今年，四公司充分研究安徽省内建筑市
场走势、市场规则，在主责区域安徽市场的新
签合同额达229.24亿元。持续发力京津冀协
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要增长极，成立雄
安分公司，在京津冀区域中标项目达13个，成

为公司继安徽区域外的又一“高产田”。奋力
拓展“第二曲线”市场，发力攻坚水务环保、清
洁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等新兴领域，加快形
成新的业务增长极，顺利中标骆岗公园水生
态及配套工程、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等水务环保项目。

此外，四公司认真及时做好新中标项目
的商务策划交底，帮助项目提前了解熟悉工
程线路、施工任务、设计图纸和建设单位的相
关要求，为后续临建方案、资源配置、队伍选
择、施组编制等提供决策信息。仅11月以来，
公司就有沪宁合高铁合肥枢纽、合肥长江路
道路景观提升二期、阜淮铁路、淮宿蚌城际等
6个新中标项目顺利开工。

（王晶）

四公司提前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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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架桥

本报合肥讯 11月15日，中铁
四局一公司组建项目经理团队抵达
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市场调查和项
目跟踪。截至三季度，公司海外项
目新签合同额达129.6亿元，占公司
今年新签合同额的57.6%；近三年，
累 计 完 成 海 外 项 目 新 签 合 同 额
210.1亿元，海外市场已成为对公司
发展至关重要的板块和区域，企业
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公司构建国际事业部、各国别
区域经理部（分公司）双轮驱动和本
部各职能部门全方位管控的“2+N”
海外管理格局。其中，国际事业部
作为海外经营实体，负责区域市场
营销和境外机构的日常管理与考核
评价；各国别区域经理部（分公司）
统筹区域市场经营和项目实施；本
部各职能部门全方位参与海外项目
的安全、生产、技术、商务、财经及党
建工作。坚持“成熟国别深耕、优质
国别勤耕”的思路，积极开展重点国
别市场调研与风险评估。在前期跟
踪阶段组建拟任项目经理团队，赴
国别市场找准切入项目和运作路
径，参与重大项目跟踪、重点市场研
究。经过多年精心培育，成功打造
蒙古、印尼（巴新）、安哥拉为中心
的南部非洲、中亚等海外区域市
场，并通过平台公司进入乌兹别克
斯坦等新国别市场。根据海外市
场环境变化，紧跟局国际事业部战略布局，在做
好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传统主业的同时，紧抓重
点国别市场采矿、水务、化工、房建等领域的发
展机遇，绘制“工程+”模式的市场开发作战图，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延展产业链、拓宽业
务链。特别是将采矿业发展成为海外市场规模
效益的策源地，与采矿企业深化合作共赢，累计
承揽9个采矿项目。其中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
镍矿采矿综合项目为全局首个矿产资源类开发
项目、蒙古图门艾力煤炭一体化项目为局海外
最大现汇项目。

此外，公司集中资源加强海外区域主阵地
建设，逐步在成熟的海外区域市场组建区域经
理部（分公司），加强对同一国别项目的统筹管
理，稳步提升区域自主营销能力，加快海外业务
从“走出去”“走进去”向“沉下来”“融进去”的转
变。健全海外风险评估制度，对重点国别项目
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加强在
多业态发展模式下对设计优化工作的探索，逐
步向一国一策、一地域一策甚至一项目一策过
渡完善。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成立埃塞、巴新
两个区域经理部和蒙古、印尼两个区域分公司，
近三年依托“区域+”模式滚动中标项目31个。
同时，持续推进员工属地化管理试点，优先在翻
译、安全、技术等岗位引进外籍员工补充到项目
管理团队。 （于佳琪 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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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雾起沱江，在中铁四局渝（重庆）昆（明）高速铁路（川渝段）四标项目部（二
公司代局指）的沱江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在100余米的高空加紧进行斜拉索挂索、悬臂
节段挂篮悬浇作业，仿佛在云端施工。

沱江特大桥横跨泸州市龙马潭区和江阳区，长约2613.3米，主桥塔高113.2米，相当于
38层楼，为国内首座双柱式V型桥塔，主跨采用长488米的索加劲刚构连续梁跨越沱江，是
渝昆高铁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渝昆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八纵八横”高铁网
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
滇中地区间的联系，大幅压缩重庆至昆明的铁路旅行时间，极大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促
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许达 王昊 摄）

本报雄安讯 “老张你瞅瞅，你
老是觉得防护眼镜碍事不带，一不小
心眼睛就可能受到伤害！”“以前没感
觉到，看了这个是不敢随便摘眼镜
了。”11月9日，中铁四局四公司雄安
市政管廊项目部两个结伴下班的协
作队伍工人驻足工地安全宣传墙前
说道。

为增强全员施工安全意识，该项
目部紧密结合施工生产实际，在现场
设计安装了安全文化宣传墙，为施工
现场增添了一抹“新景色”的同时，随
时提醒现场人员及时发现和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确保自身安全。安全文
化宣传墙以喜闻乐见的安全漫画形
式为主，通过讲故事方式进行安全教
育，内容涵盖工地施工基本安全知
识、消防知识、典型事故案例分析，并
为高空作业操作知识设置专栏，内容
诙谐易懂，便于作业人员学习掌握。

下一步，该项目部将继续以安全
文化宣传墙为载体，通过开展“隐患
照片上墙”“安全家书上墙”“安全故
事大家说”等活动丰富安全教育内

容，提升全员的安全生产意识。（王晶 孙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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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两年建设，11月10日，伴随着取水泵
的轰鸣声，一汩汩芡河水奔涌进吕望水厂的絮
凝沉淀池中，实现了蒙城县用水从地下水到地
表水的转变。吕望水厂是安徽省委、省政府

“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首批 4个新
建水厂之一，经过“预处理+常规处理+深度处
理”多道处理工艺，河水最终将变成纯净透明
的清水流向蒙城县的千家万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喝上更优质的水，
饮上更干净的地表水源，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向往。由于皖北地表水资源紧缺，饮用
水源以地下水为主，往往存在氟、铁、锰等超标
问题，是皖北群众对饮用水的普遍印象。长期
的地下水超采，不仅让水净化处理任务重、成
本高，而且易发生地面沉降，带来生态问题。

“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
水工程”以淮河干支流的地表
水和南水北调东线、引江济淮
等引调水工程为基础，建设从
水源到用户的配水工程。配水工程和引调水
工程同步建设，确保地表水调到当地即能实现
供水入户。其中，中铁四局市政公司凭借良好
的社会信誉、雄厚的技术优势和可靠的施工质
量，担负起总投资 10.41亿元的蒙城县县域一
体化供水工程建设任务。

2020 年 11 月，蒙城县县域一体化供水工
程在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中开工建设。“作为
中国中铁专业工程公司 20 强，我们‘以水起
家、以水立身’，保护地下水生态，保障和改善
民生。参建这项重大民生工程我们责无旁
贷。”开工仪式上，市政公司总经理王希勇说
道。

该工程的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座占地160
亩、设计供水规模11万吨/日的吕望水厂，1座

取水泵房，埋设供水主管道 287 公里、配水支
管道 26公里，升级改造镇区加压站、建设智慧
水务、智能化监控等。工程建成后，供水范围
能够覆盖蒙城县17个乡镇街道，惠及119万居
民。

万事开头难，2021 年 3 月，项目刚开工没
多久就遇到“拦路虎”——全国钢材价格突然
大幅上涨，这意味着项目管材采购价至少比原
计划多出 400 万元。“当地其他项目几乎都受
此影响停工了。”项目副经理陈学峰回忆道，

“但我们是央企，工程不能停，大家咬牙也要坚
持住。”

回忆过程中的点滴，项目工程部部长孟凡
九颇为感慨：“项目 313 公里的管道要覆盖全
县 17个乡镇，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工点

非常分散，加上道路狭窄，开车从项目部到工
点往返至少要 2 小时，即使是两个邻近的工
点，开车往返也要一个半小时，1天只能跑一个
点，否则时间全都耽误在路上了。”为节约路上
的时间，项目工程部的技术员都安排在工点
上，和作业人员一起同吃同住。随着管道铺设
的线路越来越多，工点由6个增加到10个。“工
程部的人手不够了，我们就把试验室、物资部
的人员都派到工点上盯现场。”孟凡九笑着说，

“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早在公司下文件之前就
实施了。”

蒙城县小辛集乡的王国庆打开自家的水
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入桶里。在他看
来，吕望水厂的建设不仅让他家的水质比以前
更好了，而且也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疫情期

间，乡里封闭管理，外面的人进不来，我们也出
不去，好多人都没有了收入。当时，中铁四局
招了好多农民工，大家这才有了稳定的收入。”
工程建设高峰时，项目部聘用当地农民工近
300人，充足的劳动力不仅有力推进了工程建
设，稳定的“客源”也为工地附近的超市、饭店
提供了收入保障。

“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了，现在我们每个人
都能说上两句蒙城话。”项目部综合办干事康
家俊笑着说。今年 4月，蒙城县的防疫形势非
常严峻，对所有外来车辆实行闭环管理。工地
平均每天有数十车材料进场，而司机全程不能
下车。项目部就安排人员到高速公路收费站
为司机办理防疫登记、核酸检测等一系列手
续。“因为每天现场的材料需求巨大，在司机等

待核酸结果的时候，收费站附
近的车辆甚至能排到 1公里以
外，一个人根本跑不过来。所
以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去收费

站接车的经历。”康家俊说道。无论狂风暴雨
还是艳阳高照，甚至有的货车到达收费站已经
是晚上 10 点多，而项目部的接车人员始终坚
守岗位，让一车车材料及时顺利地进场。

截至目前，该工程的吕望水厂已全面建设
完成并进入通水调试阶段；厂外管网施工也累
计完成54.5%。开源引流，利在千秋，汩汩清水
正加紧流向蒙城大地，更多地惠泽群众生产生
活，让土地更滋润、日子更甘美。

（邓洁）

让蒙城人民喝上“放心水”

本报北京讯 近日，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组织的“2022中国新时代100大建筑”评选最终
结果发布，中铁四局参建的（北）京张（家口）高
铁、兰（州）新（乌鲁木齐）高速铁路、郑（州）万
（州）高速铁路、浩（勒报吉）吉（安）铁路（原蒙华
铁路）、太湖隧道5项工程上榜。

上述5项工程作为交通工程与隧道工程的
杰出代表，在实现地区互联互通，打通重要节点
城市交通瓶颈，实现煤炭等大宗商品跨区域调
配，助力中国建造技术创新升级，助推地区经济
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中国地
标、世界地标建筑拔地而起，以高铁工程、港珠
澳大桥、福清核电站等为代表的超级工程，成为
中国建造享誉全球的一张“中国名片”，也给中
国建造提供了更多施展空间和创新舞台。2022
年，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以中国建筑的引领性、示
范性、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为基准，强调“适
用、经济、绿色、美观”建筑方针的贯彻执行，同
时参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展现程度等，在瞭
望智库的智力支持下，组织制作并发布了“2022
中国新时代100大建筑”。 （陈振 王有星）

中铁四局参建 5项工程入选
“2022中国新时代100大建筑”

本报上海讯 11月11日，在中国质量协会
发布的《关于2022年第二批全国市场质量信用
A等企业名单公示的通知》中，中铁四局上海公
司承建的上海市轨道交通 18号线土建工程土
建6标项目（繁荣路站、周浦站）荣获“市场质量
信用AA（用户满意）级工程”。该项目位于上海
市浦东新区，是上海市轨道交通18号线首个浇
筑顶板、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车站，也是首个实
现盾构始发的车站。上海市轨道交通 18号线
已于2021年12月投入运营。 （黄浩然）

上海市轨道交通项目获国家级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