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鏖战鏖战
——中铁四局五公司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1标项目建设素描

南延尽欢颜
设节点，设竞赛

五公司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1标包含一站两区间，即沈本大街站和全运路站～沈本大街站
区间、沈本大街站～沈中大街站区间。其中，沈本大街站主体结构为双层三跨岛式站台，站台宽度
12米，车站总长156.2米；两个盾构区间全长3.366千米，为全线最长盾构区间。

“我来沈阳十年，干了四个项目，南延线干得最干净利索。工期、质量、安全、效益和队伍建设
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徐智强说，他是南延线1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南延线1标项目部经理胡中锋亦有同感，他说：“虽然项目合同造价只有4.9688亿元，但大家把
小项目当成大项目干，现在项目顺利交验开通，是对大家最好的肯定。”

2019年 9月30日，五公司中标南延线1标工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当年11月中旬，项目
建点完毕。此时，沈阳冰天雪地，许多工地都循例冬休了。而 1标项目部会议室里却是热气腾腾
人声鼎沸，与会的二十多名干部员工和协作队伍负责人决心打破常规不等不靠率先动工。

“桩基施工受季节气候影响小，只是混凝土供应是关键：一是东北地区商混站冬季一般都关
闭放假，二是混凝土要采取冬施保温措施。”“我们已和商混站达成共识，他们答应即日起至春节前
破例给我们保供冬施混凝土。”“桩基队伍合同已签订，随时可以进场施工。”“办公室协调排好过年
回家车票预订计划，让同志们安心开工打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南延线首个以“大干70天，戮力
战严寒，完成300桩，快乐过新年”为目标任务的劳动竞赛由此拉开序幕。

项目部大事记显示，自转战南延线以来，该部积极引导全体干部员工大力弘扬“团结和谐、精细规
范、勇于争先、塑形创誉”的项目精神，牢固树立“开工即大干，进度为‘王炸’；安全大于天，效益为根基”
的理念，围绕生产进度、安全质量、创效创誉、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目标，适时组织开展了“大干100天，
车站三节完，满足盾构下，质优保安全”“再战三十天，车站主体完；盾构十月发，风井年底毕”“决战七十
天，风井主体封，盾构平稳推，区间半段通”“奋战一百天，明挖主体完，隧道年底清，优质创信誉”“鏖战七
个月，完成两亿三，洞通附属开，工地达安标”等劳动竞赛，推动施工生产节节攀升，受到业主好评，项目
入列示范性工地，并在全线48家施工单位中蝉联信用评价A级第一名。

2023年9月4日，北起既有地铁2号线全运路站，南至桃仙机场站，全长13.7公里，设站7座的
沈阳地铁2号线南延线全线通过验收，有效衔接沈阳北站和桃仙机场两个一级交通枢纽，实现“空
铁联运”，对完善沈阳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缩短浑南新区与主城区的时空距离，加快提升桃仙机场
综合交通枢纽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边建，一边变

“最难干的是风井，场地小、高低跨、出土难，还见水。”“井点降水也不容易，那阵子省了四
十多天工期。”“盾构下穿高速公路和有轨电车线路，安全这根弦始终都是紧绷的。”“防冻剂、
盖棉被、架暖棚，突破技术难关就没停过。”体验“空铁联运”的几个年轻人是南延线1标项目部
工程部副部长姜韬、安质部长王松涛和技术主管马春海，他们说起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难
点……

全沈区间设置了一座总长60.213米的风井，底板埋深约28.862米，左右线为高低跨，高跨
22米，低跨40米，且地下15米左右就见水，两段出土和维护桩施工都非常困难。马春海和姜
韬、闫浩全程盯控工艺，不敢有丝毫疏忽。

沈阳地下水丰富，井点降水经过业主协调和第三方检测，可对白塔河排放，设计方案显示
排水路径经过浑南新区，共需设置45口井。经理胡中锋带领项目总工张效铭以及闫浩、姜韬、
王鹤霖、寇广东等技术骨干认真研究图纸，打了几口观测井做抽水实验，校准相关参数，重新
计算降水量，合理优化了设计方案报请业主，经过专家评审，减少9口井，既加快了施工进度，
又节省了生产成本。

全沈区间采用明挖法+盾构法施工；沈沈区间全程盾构，均为2台土压平衡盾构机左右线
同步推进。两个区间盾构始发后，王松涛和马春海、姜韬等人按照各自职责范围白天跑现场
核对安全、技术交底和施工方案是否落实到位，晚上查找相关资料，加强对监测点位的巡视保
护，以免造成数据和测量有误。

而在冬季，南延线 1 标项目部采用了三种养护方式：一是在混凝土中增加防冻剂，保
证混凝土在冬季 0℃以下时也能达到施工要求；二是在混凝土浇筑之后，在混凝土表面铺
设薄膜和棉被等保温材料，保证混凝土温度在 0℃以上；三是在气温特别低时“打灰必搭
棚子，搭棚必生炉子”，形成密闭空间，保证棚温在 0℃以上。

四年建设时光在几名年轻建设者的交谈中，浓缩成20分钟的南延线行程，自桃仙机场站
抵达沈本大街站，中途停靠综合保税区站、创新一路站、中央公园站、省博物馆站、沈中大街
站，平稳、便捷、舒适和愉悦伴随着乘坐地铁的人们，更慰藉着青年筑路者们自豪的心。

9月20日，沈
阳地铁 2号线南
延线正式开通运
行。参加了当天
开通仪式的中铁
四局五公司沈阳
地铁二号线南延
线 1标项目部的
几位年轻人特地
从沈本大街站乘
坐地铁，沿着自己
参与建设的站线
20分钟抵达东北
最大的机场仙桃
机场站，沉浸式体
验“空铁联运”的
方便快捷，四年鏖
战南延线，今朝畅
行尽开颜。

有引领，有成长

南延线1标项目部会议室的荣誉墙上硕果累累：辽宁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项目、中国中铁先进基层党组织
标杆、中铁四局安全标准化工地、中铁四局十佳先进基层党组织、“道德讲堂”示范讲堂、幸福之家、项目思想政治工作示范
点等奖牌闪闪发光。

“除了集体的，我们的书记是中国中铁优秀党务工作者标兵，经理是公司首届创效功臣，张效铭、王松涛、马春海和
项目部综合办主任于萌萌获得过中国中铁以及局级业务系统表彰。在这里，争先是一种氛围，有引领，有成长。”两年
前在南延线1标见习，目前在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的厦门大学毕业生李小艳骄傲地说。

南延线1标井点降水涉及到软件园办公区用地，施工吊车、泵车作业面场地不够用，马春海在现场协调，他发现
园区地源热泵需要用水，于是易水用地，两全其美。通过这件事，他得到一个启示：做方案，在保证项目利益的前提
下，也要保证人家的利益。

超长区间的测量方法与以往不同，设计方案要求采用陀螺仪定向实施。公司批准了项目增加固资的请示
报告，马春海坐火车去厂家运回了陀螺仪，并接受公司技术中心人员培训，负责起项目区间精测工作。随后，
他还被业主借调完成了南延线4标长大区间精测任务。

王松涛2020年7月大学毕业就分到南延线1标，“这三年对我是一个成长的见证，要干好安全工作，就要
时刻保持着如履薄冰的心态。”他说。项目部为全面推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双重机
制，每月20日前对下月存在的风险进行辨识评价，建立风险源清单，定人定责跟班带班作业。实行劳务
工人“一人一码”实名制管理，开展“安全家书进工地”、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承诺宣誓、每周项目经理带队
检查、月度停工一天大检查等活动，确保了工程建设无事故。

“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亲历这个工程从无到有，从图纸变成实体，并通过方案优化提升项目
经济性，还是感到很自豪的。”姜韬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以小成大。项目部坚持对每一处施工缝凿毛
后的渣土进行彻底清理，只为保障水泥基材料的粘连吻合度全部达标。从劳务的角度讲增加了几
个人工，但从品控的角度来看，节省了堵漏整改的大量人力物力。二是善用新法。沈沈区间联络
通道采用了“冷冻法”施工。该区间土壤含水量高，松散、稳定性差。项目部选择“冷冻法”施工，
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强度高、冻结帷幕承载力强的土体，隔绝地下水，解决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安
全隐患，另一方面，“冷冻法”施工相对环保，对地面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党支部始终坚持“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生产”党建工作理念，先后开展了
“复工复产 党员出列”“抗疫有我 保卫城市 ”“项目管理 提升有我”“领略科技力量 奋进创
新征程”“和劳模一起过五一”“凝聚青春力量 助推项目发展”道德讲堂等党日活动，让党
组织“平常时候看出来”，党员“关键时刻站出来”。于萌萌是项目部党群活动的积极组
织者，她的办公电脑里分门别类地存储着每年的活动图文。项目员工自导自拍自演的

《幸福二号线》，荣获九江市职工喜迎二十大视频大赛铜奖和全国铁路女职工vlog视
频大赛二等奖。

“总之，南延线文化氛围浓厚，争先意识强烈，在这里工作，安心、踏实、向上。
大家都是主动工作，该加班加班，该去现场去现场，就想着自己的工作不能落后
了。”项目部的员工们都这样说。

眼下，南延线1标项目部一部分人就近分流到沈阳区域的其他项目，一部
分人转战地铁 9号线代建项目铁西区地下商业街的附属工程——26个出入
口，合同额不到两千万元，产值很小，工序特多。这里地处闹市区，每个口都
临街，间距狭小，且涉及燃气、给水、通信、地热等产权单位，新的一场麓战
迅疾展开……

本报记者/李茂通讯员/李小艳 于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