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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四局四公司承建的宁（南京）马（鞍山）
城际铁路（南京段）TA01标1.1工区位于南京市
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施工内容包含1站2区间
土建工程，分别为起点风井至西善桥站、西善桥
站、西善桥站至板桥北站。其中，西善桥站建筑
面积约21211.6平方米，起点风井至西善桥站区
间长 657.8 米，西善桥站至板桥北站区间长
2893.5米。

连拿三个第一

宁马城际铁路项目部驻地是一处闹中取静
的院子，周围高楼林立。这个驻地 2017 年建
成，当时是四公司南京地铁7号线项目部驻地，
简约朴实的彩板房给人整洁的第一印象。

任权是项目部技术负责人，2014年毕业于
安徽建筑大学安全工程专业，在京沈铁路客专
项目干了三个月安质工作后转入技术岗位，后
来长期在南京地铁7号线、宁马城际铁路两个
项目工作。

2022 年初，四公司中标宁马城际铁路
TA01标，3月份就进场施工。能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开工，主要得益于西善桥站是南京地铁7
号线和宁马城际铁路的换乘站，之前的南京地

铁7号线也是由四公司施
工的。项目滚动发展的意
义很快凸显出来，管理人
员基本还是原班人马，驻
地还是原来的驻地。任权
介绍说：“牌子换了一下，
简单粉刷清理一遍，就成
了现在的驻地。”

西善桥站施工主要是
深基坑作业，而且两个盾
构区间下穿宁芜铁路、侧
穿京沪高铁，安全风险巨
大。开工以来，抢西善桥
站的施工进度一直是项目
部早期施工中的头等大
事。由于是就地滚动发
展，项目部抢得先机：相同
的建设单位，相同的管理
模式，宁马城际铁路还没
开工，但西善桥站的地形
特点他们已经烂熟于心，
甚至哪里有一根桩，哪里
有一条管线，他们早已摸
得清清楚楚。

然而西善桥站也成为
制约南京地铁7号线开通
的控制性工程。在南京市
地铁线路规划中，7号线是
今年唯一要开通的地铁线
路，一时间所有关注点都
聚焦在西善桥站。这让项
目部顿感压力倍增。

目前南京地铁7号线已经基本完工，但7号
线西善桥站的部分风水电设备需要宁马城际铁
路西善桥站主体完成才能进场。根据建设单位
要求，西善桥站必须在9月底前完成，以保证7
号线年内通车。

2022年春节刚过，项目部立刻投入到施工
大干中，人力资源、物资、设备陆续投入到西善
桥站，高峰时期，车站聚集400余人的劳动力。
通过不懈努力，项目部接连获得宁马城际铁路
（南京段）第一个开工、第一个车站主体结构施
工完成和第一台盾构始发三个第一。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相邻标段的你追我赶，
成绩的背后倾注着项目部参建人员的努力和汗
水。

建设“三好”项目部

6月份正是南京的梅雨季节。记者采访完
任权，就看到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吴福莉风尘仆
仆地从外面赶回来。对于怎么管理项目，吴福
莉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建设“士气高、干劲足、
团结奋进”的“三好”项目部。

原来这个合同额超过10亿元的工程，领导
班子成员仅三人，党支部书记、经理和副经理各

一人。以当天为例，经理、党支部书记都在外开
会，副经理盯在西善桥站现场。项目部在领导
班子成员配备较少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高效运
转并取得第一，实属不易。

吴福莉重视员工的思想工作，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找员工谈心谈话，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
习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项目部创新早
点名会的流程，除每天工作重点以外，每次都会
安排一到两名员工将自己的工作安排或者对项
目管理的想法、思路进行分享，激发员工主动思
考和主动做事和习惯。针对青年员工较多的实
际，他们定期召开技术例会，要求人人上讲台，
把自己管理或者负责的工作讲清楚，展示分享
自己负责的工序。

吴福莉说：“工作和生活上有任何问题，大
家随时都可以和我们领导班子沟通，这是我一
直的管理理念，这样大家才能有活力、有干劲。”
隔一段时间，项目部会在驻地组织烧烤等团建
活动，让参建员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身心。

“沟通”是吴福莉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关键
词，它还体现在项目部与协作队伍的沟通方
面。哪一个节点什么时候完成，项目部都会与
协作队伍在一起充分沟通、确定目标，过程中出
现偏差再想办法进行修正。

院士审定的方案

高国平是项目部盾构工区的技术负责人，
2015 年毕业于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虽然参加工作才几年，但由于之前
参与过天津地铁3号线下穿海河的工程建设，
盾构施工涉及的小半径、大坡度、承压水、粉砂
地层等高风险工序都经历过，具有丰富的管理
经验。担任南京地铁7号线技术负责人时，他
牵头总结形成的“超浅埋富水地层盾构隧道小
角度下穿运营铁路”工法，目前已经通过公司、
局评审。

项目部取得宁马城际铁路（南京段）第一台
盾构始发的好成绩，但是当时的场地并不具备
始发的条件。为了这个第一，他们想了很多办
法。项目部前期积极沟通协调外部单位，先后
解决场地征迁、车站结构优化调整等难题。

盾构正常整编组始发时的盾体长度约 85
米，但在项目部管段，盾构始发井基坑仅70米
长，不满足通常的盾构始发长度要求。为此，他
们采取小编组盾构始发方案巧妙解决这一难
题。小编组盾构的盾体长度约45米，可以减少
场地对盾构始发的限制。他们改造出土口，将
发动机、电气控制柜放在井下，电缆管路放在井
上，避免压力损失，保证盾构机功率满足始发条
件。调整改造盾构始发的配套结构、电瓶车编
组、门吊基础等临建布局，使盾构始发时间提前
两个月以上。

目前，项目部管段的盾构区间双线均完成
始发，右线已顺利下穿附属风亭、老旧棚户危房
群等高风险区段，累计掘进750米。其中，5月

份掘进300余环，在中国中铁宁马城际铁路（南
京段）总承包项目经理部组织的评比中获评“先
锋奖”“高产奖”“突破奖”。

项目部管段两个盾构区间风险最大的当属
下穿既有宁芜铁路和近距离侧穿宁马高速公路
的500米，离桩基础最近处仅有1.5米。2022年
5月，盾构工区对线路周边环境实地调查后，即
着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先后经项目部、公司、
局研讨自评、专家论证，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方
案后上报建设单位。建设单位组织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等专家就该施工方案进行专项评估审
定。此外，项目部采取土压平衡盾构掘进、自动
化监测、深层土体位移监测、人工监测、试验段
掘进、增强多孔管片、二次补浆、雷达扫描等一
系列措施进行全过程监控，确保安全掘进。

对于安全质量工作，安质部部长李航介绍
了项目部的几个特色做法。他们在现场建设

“安全体验馆”，要求劳务工人入场培训时进行
体验学习，通过直观的切身感受，对施工中可能
遇到的危险形成深刻认识。在日常管控中，他
们组织开展“方言说安全”活动，将劳务工人用
家乡口音讲述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或者感受拍
摄成视频，便于劳务工人理解和接受。

一早就离开项目部去开会的项目经理桂金
本直到下午才返回驻地。桂金本2005年毕业
于中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他介绍说，项目部并
不满足于目前取得的“三个第一”，而是要在标
准化文明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效益等方面在宁
马城际铁路（南京段）立标打样，打响“四局城
轨”品牌。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南京市人民
政府、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到项目部调研
后均给予高度评价。

对于管理理念，桂金本和吴福莉的观点高
度一致，都强调激发员工的士气。其中，他们都
提到没日没夜扎在工地的副经理包宜国。包宜
国1999年退伍后来到铁四局四处（中铁四局四
公司前身）参加工作，2020年10月调到南京地
铁7号线项目部。他记得，今年一过完年，赶到
项目部便投入施工大干，其中的难度主要体现
在场地狭小、交叉作业。土方倒运、指挥交通、
协调队伍，人忙得像旋转的陀螺。西善桥站基
坑存在渗漏水情况，堵漏必须及时，施工中只要
发现有漏水点，包宜国就会立即赶到现场指挥
作业，最终确保西善桥站在5月30日雨季来临
前土方施工全部结束。“现在底板全部浇筑完成
了，侧墙只剩一点没有封住，风险越来越小了。”
包宜国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一下。半年
来，尽快离家的高铁车程只有一个多小时，但女
儿的高考他都没顾得上回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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