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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炼水务铁军
2月 3日，中铁四局总经理韩永刚在局五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的行政工作报

告中提到：“五公司东莞松山湖水厂项目创造了年人均产值超 2500 万元的新纪
录。”这项纪录是怎么产生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东莞松
山湖水厂项目部一探究竟。

亚洲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水厂

松山湖原本是位于东莞市大朗镇的一个大型天然水库，后来地方政府以湖泊
为中心，将附近几个镇靠近松山湖的部分边缘地带划出来与湖泊区域重新组合成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五公司施工的东莞松山湖水厂就建在湖边上，总建
筑面积约48460平方米，合同造价14.15亿元。这是一个净水厂，日净水能力达110
万吨，是亚洲一次性建成规模最大的水厂。

这是五公司承建的首个水厂工程，而这一工程体量之大、工期之紧在全国范
围内也绝无仅有。五公司高度重视，调兵遣将，安排副总经理李定有任项目经
理。李定有长期深耕南宁区域项目并实现滚动发展，具有丰富的区域经营和项目
管理经验。

松山湖水厂实际开工时间为2022年3月。截至2022年底，短短10个月，项目
部完成产值达 10.4亿元，而管理人员不到 40人，人均年产值高达 2611万元，刷新
全局人均完成产值的纪录。李定有说：“公司正式员工2000多人，劳务人员1万人
左右，相当于1个正式员工管理5个劳务人员。松山湖水厂项目正式员工30多人，
劳务人员长期维持在 1000人上下、最高峰达 1300余人，1个正式员工要管理将近
30人。项目如今有这样的成绩，是管理团队、参建人员共同奋斗得来的。”

为什么能干这么快？李定有认为主要得益于全员思想一致、目标统一。自开
工以来，项目部从组织机构建立、前期施工策划、过程管理控制、劳动竞赛组织、安
全生产管理、资金集中保障等各方面狠抓落实，确保工作高效运转。为保工期，现
场的管理人员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虽然驻地离施工现场很近，但是他们都很
少回驻地吃饭。

在李定有的管理哲学里，最重要的是不辜负辛苦努力的人。项目部创新绩效
分配模式，将考核奖励向贡献多者倾斜。干部员工愿意干，工程才干得快，就有更
好的回报，形成良性的正向循环。

党建引领促生产

2021年 12月 24日，时任五公司佛山高速项目党支部书记的陈勇接到调令任
松山湖水厂项目党支部书记。陈勇 2008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先后在公司团
委、宣传部以及兰新铁路、深茂铁路、赣深铁路等基层项目从事党务、行政工作，多
年的磨砺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工程中标后，项目管理团队注意到，建设单位在合同条款里设立了3500万元
的专项创优奖励。为此，项目部在进场初期即编制《项目创优规划》，制定推进计
划，按节点逐步推进创优工作进度，并通过党建联建的方式助力创优工作。

陈勇结合施工生产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模式，实现“1+1>2”的倍增效
应。2022年2月11日，中铁四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勃在参加东莞市2022年一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典礼时要求，东莞松山湖水厂项目要强化党建联建，发挥政
治优势，将项目打造成品牌工程、优质工程。同年 9月 28日，东莞市总工会、东莞
市水务集团党委、中铁四局党委联合举办“喜迎二十大 建功大湾区”党建主题活动
暨东莞市重点工程松山湖水厂一期工程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借此活动，项目部与
东莞市工会、水务集团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为把创优活动做细做实，项目部以开展劳动竞赛为主抓手，推进施工生产。
将下设的 7个工区作为 7支参与劳动竞赛的队伍，每月由分管领导、工区长带队，
从产值节点完成情况、隐患整改率、网格化考核等方面进行评分，对前两名进行表
彰。为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各部门开展“党员先锋岗”等创先争优活动，表
彰“先进集体（部门）”“先进个人”。

在多方努力下，松山湖水厂项目被纳入广东省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参赛范围，
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极大鼓舞了参建员工的士气。

安全小妙招发挥大作用

项目创优的另一个抓手是创建安全标准化工地。在创建过程中，项目部“妙
招”频出，想出这些好点子的，正是以项目常务副经理侯志强为代表的管理团队。

侯志强 2008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09年至 2011年在中南
大学脱产学习并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在基层项目各级技术管理岗位工作过，
2018年担任五公司技术中心主任，遇事总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

侯志强认为，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是思想的麻木和松懈。工地上有1000多名
农民工，无论什么安全管控办法，都无法精准落实到每个人。只有农民工自身的
安全意识提高，主动学安全、守安全，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安全隐患。

项目部制定严格的安全奖罚管理制度，对做得好的给予奖励，对不遵守安全
操作规范的进行处罚。“处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罚款，另一种是将家属的微
信联系方式交给项目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添加农民工家属的微信后，会通过视频
或图片等方式将其本人在工地违规操作的行为和危害告知家属，通过家属督促其
本人时刻注意安全。这一做法被称为“安全亲情管理法”，把安全生产冷冰冰的条
例变成亲人之间的“碎碎念”，让农民工家属参与到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中。他们
还建立“安全亲情管理家属群”，时不时把一些违章操作图片或安全规范发到群
里，让农民工和家属学习了解。

有一次在工地，侯志强看到远处有名农民工违规操作，向这位农民工大喊，但
是工地太嘈杂，对方听不到，侯志强只能打电话找到带班队长去处理，效率十分
低。侯志强想起山东老家的农村里广播用的大喇叭，就立即在施工现场安装三个
大喇叭，若发现违章操作行为，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连接喇叭讲话或者指导。此
外，项目部还在中午休息时，播报一些安全知识和舒缓的乐曲，让农民工既可以学
习，也能劳逸结合。同时，项目部采用多媒体授课、观看事故案例警示片、关键区
域全天候云平台监控、VR情景模拟等多种方式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让“本质安全”
文化深深印在每位员工、农民工心中。

信息化落地生根

余超是项目安全生产总监，2015年毕业江西交通学院建筑工程专业，安全质
量工作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松山湖水厂项目右边是松山湖，北面是华为松山湖
小镇，南面是学校，周边环境对文明施工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松山湖水厂项目合同工期要求今年10月底通水。项目部自我加压，一直都是
按9月底通水的目标倒排工期，施工压力很大。而且，环水保施工要求高，裸土、扬
尘、排污和雨水都要集中处理，增加了管理难度。为此，项目部利用信息化手段，
将15台塔吊连接上数字平台，塔吊间超过安全距离会自动报警。对司机、塔吊实
行专机专人管理，每天对塔吊进行专项检查。为保证司机安全，在每台塔吊上配
备安全带、防坠器，所有螺栓都采用预警螺母，若螺母有松动就会自动报警。

余超说：“网格化管理是项目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我们在局网格化管理的
基础上做了一些信息化改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项目部创新网格化管理手段，
在每个工点设置一个二维码，每两个小时实时反馈安全管理情况。最开始运用网
格化管理时，每个工点的检查事项是大概15项左右，后来陆续根据工点实际进行
个性化调整。余超在手机上向记者展示其中一个工点的网格化管理事项，一共23
条，每两个小时，该工点的网格化管理员就要针对这些事项在管理平台进行反
馈。为防止一些管理员、农民工没到现场就打卡，他们设立“电子栅栏”，要求打卡
必须在现场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进行；管理员扫码后逐项进行核对，符合条件打钩，
不符合就要及时整改，整改后还要重新拍照上传。项目部两个分管现场的副经理
任两个副网格长，每人负责12个网格管理区。施工高峰期，每天通过网格化管理
平台反映出的安全隐患都得到了及时有效地整改。

为更好地调动全员学安全、守安全的积极性，他们还在工地上建立“安全积分
超市”，琳琅满目地摆满棉被、抱枕、洗衣服、牙膏、牙刷等几十种生活必需品，只需
要积累一定的安全积分就可以免费兑换。所有人员可以在安全积分系统里通过
学习安全知识积分，也可以通过答题得积分，或者巡查获得积分。“安全积分超市”
设置24小时自动兑换机，让大家可以随时兑换到生活必需品。

新领域才能激发最大潜力

“新领域才能激发最大潜力。”这是侯志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也时刻

督促着参建员工时刻保持好学之心，努力在不熟悉的领域干出最好的业绩。对于
这句话，项目总工程师曾宇昕深有感触。曾宇昕是湖南娄底人，毕业于华东交通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2012年参加工作，之前在厦门地铁项目工作过多年。

松山湖水厂项目作为五公司施工的首个水厂项目，之前并没有相关的专业化
人才队伍储备。曾经参与过与水厂工程性质相似的管理人员被选出来调往这里，
曾宇昕笑谈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项目的。对他而言，虽然是首次干水厂项
目，但却不是很陌生：“水厂跟地铁模式很相似，主要就是挖基坑、做结构。唯一不
同的是，地铁项目的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是分开招投标的，分给不同专业的团队
施工，水厂则需要合二为一。”

施工人员“看不懂”图纸，这是曾宇昕工作十年来首次遇到的问题。水厂的设
计图纸，涉及的专业很多，有结构物、道路、管道、绿化等，跟之前他们施工的道路
桥梁完全不一样。以地铁施工为例，施工图纸主要看结构物怎么做，核心在看建
筑图，先出建筑反推结构。水厂以水处理为核心，工艺最为关键，施工逻辑是以工
艺决定结构。他们刚开始施工时，还是按自己熟悉的流程，先看结构，走了很多弯
路，后来才发现工艺是最重要的。水厂施工一开始就要重视工艺图纸和设计理
念，反过来再看结构。

传统的施工图纸很像挂在墙上的地图，道路、河流、建筑物标注得清清楚楚，
而水厂的图纸更像卫星地图，图纸上的一个平面背后可能会有多层的管道和构筑
物，这些都无法一眼看穿。图纸上可能就是一句“详看规范第几条”，打开规范一
看，里面却是别有洞天。这些规范被项目部称为“图集”，就像一本本字典，设计图
上的一句话，往往需要在图集里去查找应该怎么施工、施工到什么程度。运用过

的这种图集，目前已经十几本。
学习，从项目经理到每名技术人员，这是李定有亲自抓的一项工作。作为公

司的副总经理，在李定有的计划中，不仅仅要干好松山湖水厂和东莞片区项目，还
要为公司储备一批水厂施工的专业人才。他们成立“湾区学堂”，在东莞片区内针
对各专业成体系地学习，邀请电气化设备安装专家到项目进行培训，有针对性地
不断补齐业务短板。正是基于不断地学习创新，项目部提出“地埋式水处理厂绿
色建造关键技术”，解决超大规模水厂、各池体大跨度水池浇筑面积较大、混凝土
防渗防裂难度较大以及开挖土方量较大、渣土环保处置再利用等难题，为后续相
关工程的实施提供参考指导。其中，以“大跨度水池材料防渗性能及结构抗裂控
制技术”为主要方向的研究，为松山湖水厂项目打造行业标杆型水厂奠定了坚实
基础。

荣誉来自努力奋斗

项目副经理陶勇记得，2022年的春节他还在河南老家过年，突然接到通知，正
月初三赶到工地现场：正月初九，东莞市重点工程开工仪式要在项目部举行，而当
时进项目部的路都还没有修建出来。

陶勇是河南南阳人，1997年参加工作。接到通知后，他带着现场同事开通道
路，平整观摩场地。过年期间，能联系到的机械设备都来不了，他们到处找资源，
日夜赶工，仅用六天时间平整出10000平方米的场地，令当地政府和建设单位领导
刮目相看。

陶勇之前一直从事高铁项目施工，对松山湖水厂项目的第一印象是近300亩

的红线范围内全部是单体结构物，管道长度有几十公里，要一次性建成，不知道怎
么下手。作为老员工，他也和年轻人一样积极学习，认真研究图纸，按部就班组织
施工。在最初到手的施工图纸中，他们只知道构筑物周围都是管道，但是管道到
底是怎么布局的一无所知。他没事就去技术部门看BIM，逐渐了解掌握管道的

“来龙去脉”，久而久之逐渐得心应手。
项目部开工没多久，就赶上岭南的雨季。外运土方有90万方，和很多项目一

样，从侯志强、陈勇到陶勇，他们无一不被土方外运伤透了脑筋，“没有合适的弃土
场，弃土要往哪里放？”侯志强在梦里都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一直到9月份，整整
六个月，雨季结束，土方也运完了，他们就这样泥里水里完成了土方外运任务。

为什么工地上需要 15台塔吊？由于工期紧，整个项目必须一次性在长 280
米、宽235米的区域内全面铺展开来。最开始有一些道路可供车辆运送物资，后面
就完全没有道路了，全靠吊车接力运送。没有道路，施工组织显得十分关键，项目
部领导班子成员基本都当过“交通指挥员”。施工高峰期间，每天要浇筑几千方混
凝土，仅混凝土罐车就要通行400辆次，堵车是家常便饭。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
原定5个月施工完成的管道、管沟，他们仅用3个月就抢完。

面对今年10月底通水的节点工期，项目部信心满满，现在土建已经陆续停下
来，等待甲供设备陆续进场安装再进行后续施工。

一年来，项目部获评2022年广东省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2022年东莞市水
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通过广东省优质结构奖、东莞市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示范工地初评，荣获2022年东莞市建筑业协会、东莞市水务行业协会先进
会员单位等荣誉。 （本报记者/覃仁财 通讯员/卢建建 摄影/李小艳）

“喜迎二十大 建功大湾区”党建主题活动

“携手五共管理 共度温暖中秋”工地趣味运动会

——东莞松山湖水厂项目年产值突破 10亿元施工纪实

东莞松山湖水厂一期工程

测量砂滤池标高

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竞答活动

东莞松山湖水厂一期工程北系列炭吸附池底板钢筋绑扎 青安岗岗员检查电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