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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资格考核评价系统”运行成效显著
本报合肥讯 12 月 18 日，中铁四局 2023

年四季度安全生产资格考核认证开始。
2022 年 11 月以来，“岗位资格考核评价系
统”已先后应用在局安全生产资格认证、职
称评审考核、项目商务部长岗位任职资格考
核等工作中，从最初单一的安全生产系统移
动端考核发展为如今的包含多专业、多平
台、全类题型、线上作答、线上答辩等内容的
综合考核认证系统。

一直以来，员工考核认证工作受到跨区
域制约、集中实施差旅成本过高等因素影
响。为此，局人力资源部（党委干部部）、人
才发展院（党校）、管理研究院联合相关部
门，按照《局岗位资格考核认证管理办法》要
求，逐步建立覆盖全局、兼容多种考核形式
的远程考核平台——“局岗位资格考核评价
系统”，总结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远程考核
认证模式。

通过近一年的完善和实操，该系统运行
日趋稳定，从最初单一的客观题模式发展为
如今各类题型共存的模式。逐步完善防作
弊功能，集成人脸识别、自动全屏、切屏监
控、身份证核对等功能，有效维护各项考核
认证工作的严肃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用户
使用中铁 E 通、微信等 App 就可以进入该系

统的考试操作界面、试题导入页面、后台计
分系统，界面简洁，步骤明确，与市面上主流
的文档处理软件完美兼容。截至目前，该系
统已组织 14375 人完成各类考试，题库录入
数达165837道。

针对点多面广的考核认证群体，人才发
展院始终以“让每名考生都享有充分公平”
的原则做好线上线下的监考工作。疫情过
后，全局考核认证的工作量激增，人才发展
院在考点编排、远程考点验收、监考场次编
排等方面细致到具体的人、时间和地点，要
求每个考点必须符合远程监考的标准。为
杜绝舞弊行为，人才发展院不断细化卡控措
施，通过逐一核对考试人数、上缴手机数量、
后台监控等方式确保考试人员与报名人员
一致，针对舞弊行为实行“首次警告、二次取
消成绩”，按照《员工违规行为处罚手册》进
行处罚，对于考场纪律涣散、监考不力的现
象，永久取消其作为考场的资格。为第一时
间处理解决系统远端的突发问题，人才发展
院在每个远程监考点安排一名专业技术人
员，针对人脸识别、零分交卷、摄像头调用失
败等问题提供应急处理。目前，人才发展院
已形成一整套远程考核认证的操作标准，统
一各类考核认证的尺度和细节。 朱连召

孟冬时节，北方已是寒风刺骨。12 月 8
日，中铁四局（北）京滨（海新区）城际铁路4标
二分部（城轨分公司）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1 号
隧道施工现场，随着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京
滨城际首台超大直径盾构机“京滨同心号”顺
利始发，向着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方向开始掘
进。

加速度施工显身手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1 号隧道全长 3476.5
米，其中盾构段全长2923米，最浅顶部埋深约
8.4 米，最大顶部埋深约 29.82 米，为双线单洞
隧道，先后下穿京津塘高速公路、北塘排污
河、津汉公路、天津轨道交通 2 号线李明庄车
辆段等建（构）筑物，具有盾构直径大、下穿建
（构）筑物多、沉降风险高、长距离掘进泥浆处
理困难等难题。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是中铁四局
首个泥水平衡大盾构项目。无论有多困难，
我们都要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施工任务，赢
得建设单位的认可，提高中铁四局在京津冀
区域的知名度和话语权。”在年初职工大会召

开后，分部就明确今年的任
务目标。

2022年10月底，该分部
跑步进场，仅用10天就完成
管理人员的进点驻扎。为
实现盾构始发段早日封顶，
他们未雨绸缪、关口前移，
成立以党政领导为组长的
征地拆迁、盾构始发、标准
化推进三个小组，分别对接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产权
单位、周边街道……进场后
的两个月，这个平均年龄不
到 30 岁的管理团队实现在
京滨城际南段三个标段中
第一个进场施工进行场平、

第一个通过标准化验收、第一幅地连墙施工、
第一个主体结构施工……9 月 18 日，仅 7 个月
时间，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盾构始发段
封顶；12 月 8 日，超大直径盾构机“京滨同心”
号，在京津冀区域同期开工建设的津潍高铁、
京唐城际、京滨城际三条铁路中率先始发。

高标准建设引观摩

无规矩不成方圆，高标准才能更好地指导
施工。进场以来，该分部扎实推行标准化管
理，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开局、高效率推
进，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该分部组织参建人员学习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开工标准化的有关规定以
及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京滨城际
铁路有限公司有关要求。结合局《施工现场
管理标准化简明手册》，编制《开工标准化实
施方案》《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工程质量管理
办法》《首件评估管理办法》等文件制度。推
广网格化管理，配齐专兼职安全员，通过“分
区域、分区块、定人员”的模式，不留“真空
区”，层层压实网格员安全责任，构建“分部、

作业人员共同管理，领导班子、职能部门、网
格员、班组长全员参与”的“2+4”安全管理网
络体系，推动安全生产管理模式向“事前预防
型”转变。采用三维可视化视频交底、召开集
中交底会相结合的形式，对现场的管理人员、
劳务队伍进行交底，让作业人员在施工前熟
悉各项工艺要求，保障工程质量。组建专业
技术团队，编写《工艺流程标准化手册》《施工
卡控清单》《质量通病预防手册》《盾构机组装
过程中质量控制点》《技术质量管理办法》等
制度，加强过程中各项检验与试验检测、材料
验收，先后迎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京津
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多次观
摩。

“创新+智能”助掘进

智能建造是盾构掘进的另一只“眼睛”，为
工程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1 号隧道下穿建（构）筑物多，周边环境复杂，
地质为软土地层，对地面沉降要求较高。

“为防止盾构的掘进轴线与隧道设计轴线
发生偏离，盾构机配备50个油缸并将其分为6
个区。每个分区配置 1 个内置式行程传感器
来显示油缸伸出量，通过调整各分区油缸的
推力有效控制盾构掘进姿态。”二分部总工程
师李安介绍道。

结合隧道区间的软土地层地质特点和泥
水大盾构穿越复杂敏感建（构）筑物的施工难
点，该分部积极与盾构机生产厂家对接，对盾
构机进行创新设计，运用“超大直径盾构机长
距离掘进不换刀技术”，实现全程掘进不换
刀。引进“刀盘清洗及注入装置”，避免掘进
中出现“结泥饼”现象。此外，该分部联合盾
构机生产厂家和有关科研院所，协同开发包
含智能掘进、智能拼装、智能调度、同步双液
注浆、智能泥浆处理、智能监测分析等的智能
化创新施工技术，相比传统工艺，进一步提高
隧道轴线精度，减轻地表沉降，在提高盾构拼

装效率的同时防止管片上浮。
该分部“智能仓储中心”划分为盾构防水

材料存放区、管片螺栓存放区、大件存放区、
配电箱存放区、电缆线存放区、后配套配件存
放区、盾构机配件存放区、泥浆站配件存放区
等区域，各类材料分类堆码存储、一目了然。
通过大屏展现的方式，将物资收、发、存进行
数字集控，形成“智慧脑”，对物资生产、日常
办公、指挥调度等进行管理分析并提出决策
判断，提供信息化数据支撑保障的同时，逐步
实现物资管理的智能化。

为进一步发挥技术龙头作用和加强人才
培养，该分部依托 13.8 米超大直径盾构施工，
成立“李然博士工作室”，定期组织工程技术
人员、新入职员工开展盾构穿越复杂敏感建
（构）筑物的技术攻关，紧密结合理论研究与
工程实践，致力于为企业培养出一批急需紧
缺的大盾构机管理人才。该工作室围绕《滨
海软土地层大直径泥水盾构穿越复杂建构筑
物施工技术研究》《多相地层大直径泥水盾构
智能建造品质提升研究》两个科研课题，开展
大盾构施工技术创新、技能攻关、带徒传技等
活动，进一步夯实团队科创基础。目前，工作
室已申请5项发明专利。

“作为施工方，中铁四局迎难而上，优质履
约，跑出工程建设的加速度，为关键节点目标
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京滨城际铁路投资公
司副总经理邹青平说道。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该分部将继续高标
准推进工程建设，在燕赵大地擦亮“四局城
轨”品牌。

何小龙 刘兰兰

燕赵大地展风采 四局城轨扬美名

小贴纸保大安全
本报马鞍山讯“进入工地前，大家要把安

全帽戴好，作业人员必须凭借‘应急帽贴’才能

进入工地。”12月17日，在中铁四局巢（湖）马

（鞍山）城际铁路3标二分部（四公司）施工现

场入口处，安全生产总监高伟在班前安全讲话

中说道。

高伟提到的“应急帽贴”是该分部新实行

的一项安全措施。该分部管段长5529.3米，施

工内容包括马鞍山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副汊航

道桥、跨G205国道特大桥等。为确保施工生

产平稳有序，该分部将实名制登记的作业人员

信息、安全培训情况、应急联络人联系方式、信

访举报热线等信息生成二维码，制成标识，要

求作业人员张贴在本人的安全帽上，用手机扫

一扫就能看到对应作业人员的具体信息，例如

姓名、身份证号、工种、持证、所属队伍、作业区

域、岗前培训等，可以更好地进行现场管理。

“很多现场管理人员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发现

某一作业人员没戴安全帽或者其他违规行为，

但是作业人员数量多，又不能确定是哪家队伍

的。”高伟说道。

“应急帽贴”上的二维码与门禁系统相连，

作业人员扫码进入和离开工地后，系统会自动

录入进场时间、离场时间并生成考勤表，为分

部清点每天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总数提供依

据，为作业人员工资发放、劳务队伍分包费用

结算等提供数据支撑。 李友强赵雅慧

盾构始发前进行液压管路检查 刘玉才摄

12月14日，中铁四局一公司承建的宁（南京）马（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段）跨湖南路五

岔路口连续梁合龙。宁马城际全长65.2公里，设20座车站，设计时速为120公里。此次合龙

的连续梁长148.096米，悬浇段采用挂篮支撑体系进行施工。项目建成后，南京、马鞍山两市

中心城区仅需30分钟即可互通互达，将为安徽省增加一条融入长三角的“黄金道”，促进安

徽、江苏两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谷敏唐灿曹薇摄

宁马城际跨湖南路五岔路口连续梁合龙
●图片新闻

宿迁智能制造项目地下室混凝土浇完
本报宿迁讯 12月14日，中铁四局南

京分公司承建的宿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

级-智能装备制造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地下室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该项目规划

总用地面积 1.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18 万平方米，施工内容包括 2 栋宿舍

楼、3栋厂房、1栋研发楼等。项目建成后，

对宿迁市高新区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意

义。 孙茂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