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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四局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六)
（十一）构建信息平台。各单位要善于使

用信息化手段，应用智能安全管理系统，与现
有管理手段相结合，补齐人工管理漏洞，并根
据中国中铁相关信息化平台建设进展，逐步
形成通联互通信息化网络。

31. 整合消防预警系统。一是住宅楼门
禁、电梯处应用电瓶车自动识别警报装置，可
燃气体场所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办公生活
场所安装烟温感警报器等消防智能警报装
置；二是逐步整合消防预警系统，2026年底前
结合消防智能系统进行科技应用，推进消防
预警应急管理系统在老旧场所的广泛应用，
有效提高老旧场所的消防能力和安全保障水
平。

32.完善风险管控平台。优化完善现有风
险管控平台，根据中国中铁风险预控机制的
工作要求和节点计划，在2026年底前，对接中
国中铁风险预控系统，实现风险管理的超前
防范。

（十二）持续文化引领。各单位要突出安
全管理的正向引领和安全文化建设，使员工
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四局特
色的安全文化。

33.突出导向引领。各单位要大力表彰先
进，树立示范典型，激发干部员工的工作热
情，推动三年行动走深走实。一是加强宣传
引导，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宣传优势，创建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专栏，集中宣
传报道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成果，及时曝光检

查发现的问题，强化震慑警示和教育引导作
用。二是选树先进典型，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一优两先”“安标工地”等评比创建工作，在
全局范围内树立一批安全生产先进单位、优
秀集体、优秀个人和典型项目；结合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奖励规定，对发现重大事故隐患的
个人予以奖励，强化正面典型引导和示范引
领。

34.突出文化引领。各单位要完善安全文
化建设体系机制，强化规章制度刚性约束和
刚性执行，让安全文化成为员工认同的行为
自觉。一是提炼企业安全文化，要结合企业
实际及管理文化传统，持续提炼出富有特色、
内涵深刻和为员工所认同的安全文化思想，
并形成安全文化体系。二是创造良好安全文
化环境，发挥党委、工会、团委的作用，多层
级、多渠道、多种形式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广
泛开展“安康杯”竞赛、“安全月”、知识竞赛等
群众性安全管理活动，加强员工安全意识和
安全技术培训教育，逐步把安全文化渗透到
员工的内心深处。

35.推广优秀经验。一是开展经验交流，
将在安全生产方面好的做法及时进行经验总
结和交流推广，2024年至2026年期间，分批次
分阶段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经验交流活动，必要时组织工作组织优异的
子分公司或项目部开展局级观摩。二是深化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在中国中铁安全生产
刚性标准的基础上，持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要求，建立中铁四局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在
2024年制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和达标3年规
划，并在2025年组织推广实施，试点建设一批
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子分公司和项目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局成立由主要领导
任组长，分管安全领导任副组长，安委会成员
部门为组员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推动
有关任务措施落实。各单位要相应成立以主
要领导为组长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加大统
筹协调和督促推动力度，协调推动本单位治
本攻坚工作。各单位安委会主要负责人要定
期组织研究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有关工作，听
取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
题；有关系统管理部门要加强本系统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工作的跟踪分析，及时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二）建立工作机制。局安委办将定期梳
理分析各项工作任务开展情况，适时对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清单进行更新纠
偏；各单位要全面、系统梳理在本质安全建设
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摸清底数、找准症结，
结合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实际，制定中长期
安全生产发展规划，提出今后三年的治本之
策，编制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细
化方案和任务清单，持续推动三年行动任务
措施落实执行；各单位在5月1日前将本单位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细化方案报

送至局安全质量监察部。
（三）强化正向激励。各单位在领导干部

考察、评优评先等工作中注意了解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开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对治本攻
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
励，相关领导干部在同等条件下可按规定注
意提拔晋升；要加大治本攻坚工作中成绩先
进单位的通报表扬力度，强化正面典型引导
和示范引路，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水平提
升。

（四）加强安全投入。各单位要聚焦制约
安全生产的重点难点问题，做好安全生产费
用投入筹划，确保重大事故风险事故隐患治
理资金，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各项任
务措施的支撑保障；要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
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在企业绩效考
核中把安全投入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五）强化考核督导。局安委会将治本攻
坚三年行动作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重点，拉
开考核梯次并如实向局党委报告，将考核结
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业绩考核评
价的重要参考；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
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推进缓慢等突出
问题，及时约谈、通报、曝光；对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规严肃问责。各单位要建立健全考核
巡查、督导督办、责任倒查等各项工作机制，
紧盯突出问题，严格问责问效，推动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实落地。

7月8日，中铁四局四公司召开2024年三
季度安全质量视频会暨安全质量管理系统提
升会。会上，沪（上海）昆（明）高速公路梨园
至东乡段改扩建工程 C4 标项目部就如何做
好施工生产和安全质量发言。

沪昆高速梨东段改扩建工程全长201.158
公里，是江西省目前里程最长、投资最大的高
速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部承建的 C4 标管
段全长24.06公里，施工内容包括路基、路面、
桥梁、涵洞、附属、安全设施、预埋管线等。截
至目前，项目部路基、桥涵已经全部完成，将
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我们2022年3月就已经安摊建点，但是
直到8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才对项目部的临
时用地给予批复。”项目部党支部书记侯其龙
介绍，“项目部驻地和混凝土拌和站紧邻，我
们租用当地一座工业园的部分园区，相对进
展顺利。但是，制梁场一直到 9 月才动工建
设，沥青水稳站则到2023年3月才建成。”

为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项目部实行领
导班子分片包保，全面梳理工期任务，明确形
象进度要求、劳动力和机械配置、克服制约施
工因素的相关保障措施等，编制材料消耗计
划。将节点考核和劳动竞赛结合，先后开展

“征地拆迁、管线迁改”“三比一争、百日攻坚”
专项劳动竞赛，推动施工生产由点成片。

“针对分部分项工程多的特点，我们化整
为零，把管段分成4个工区，合理限定工序单

价，竞标引入7家优质劳务队伍进场。”侯其龙
说。2023年4月管段全面大干以来，项目部先
后取得建设单位月度评比第一名、2023年二
季度优胜单位、安全百日竞赛第一名等佳绩，
被建设单位称赞为“第一梯队”，组织全线有
关单位在项目部制梁场举办“党建领航 能工
巧匠 匠心班组”创建活动启动仪式，并安排项
目部介绍施工组织经验。建设单位代表和总
监办监理在活动现场由衷地说：“没想到最不
具备开工条件的C4标走在了全线最前列。”

让创新成为全线亮点

“创新是项目部的一大亮点。用创新推
进品质工程建设，是我们开工之初就提出的
口号。”项目经理郑志彪说。

2023年3月29日，项目部首片13米预制
空心板梁浇筑完成。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
施工采用“整体性移动模板系统”。该系统由
大刚度整体模板与远距无线变频调速遥控移
动台座组成，采用先进的位移传感器与同步
控制系统，有效减少模板变形，避免梁体损
伤，随时掌握梁体移动姿态。该系统可以带
模进入“智能恒温养护室”，根据设置的温度
曲线，自动调节养护室温度，提升混凝土强度
和弹性模量，实现带模养护，与传统人工拆装
式固定台座的工艺相比，效率提高5倍。

项目部在制梁场利用“BIM+GIS”技术构
建“三维数字孪生梁场系统”，可以实时查看
构件信息、生产信息，提高生产效率。建起

“预制梁板环形自动生产线”，采用“移动台

座+固定液压模板”的方式，实现预制梁工厂
化生产，大幅度减少作业人员的投入。利用

“智慧梁厂垂直提升布料系统”，采用轨道快
速、准时、智能地输送混凝土，相比传统的门
机吊灌方式，提升混凝土运输效率约30%。此
外，项目部在混凝土拌和站引进“综合厂区废
水废渣自动分离回收系统”，实现拌和站的污
水零排放和废水再利用，大幅节约施工成本。

让责任心成为品质保障

“我们的工作理念是日事日毕。无论是
班子成员还是部门负责人，每天的工作都要
逐级汇报，口头汇报来不及的话编发短信也
可以。刚开始，很多人不适应，我也不强求，
自己带头严格执行就是了。行胜于言，渐渐
地，大伙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郑志彪说。

项目部工程部由15人组成，按照路基涵
洞、桥梁和内业分成3个组，负责技术服务和
质量管控。桥梁钻孔桩灌注基本都在凌晨两
三点进行，2023年7月的一天，东乡沪通主线
桥钻孔桩施工，技术员杨勇健发现导管堵塞，
打电话给工程部部长李斌。李斌赶到现场，
带着杨勇健用排除法，先看混凝土性能，接着
了解下钢筋笼时是否顺利，最终发现是导管
型号不匹配，而且上下移动的幅度过大，需要
及时调换。

项目部副经理、安全生产总监马洪山几
乎整天泡在工地。他分管一工区7.6 公里管
段的施工生产。2023年9月的一天，他发现路
基填方挖方的工序没有严格按照安全交底作
业，当即处罚路基四队负责人徐刚，奖励现场
队长黄顺平。原来，黄顺平一早跟班作业，看
到后即刻与交管部门协调，采取上防护栏硬
隔离的办法，临时封闭既有沪昆高速公路的
应急车道，及时消除了现场的安全隐患。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不仅弥补了因外
部因素造成的工期滞后，更通过一系列技术
创新和管理优化，将标段打造成为全线瞩目
的亮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
强化安全管理，确保工程高质量推进，为江西
省的高速公路建设贡献更多‘中铁力量’。”郑
志彪踌躇满志地说。

赵雅慧

沪昆高速鏖战忙

本报来宾讯“目前太平隧道已掘进
2376米，其中二季度掘进525米，相较一季度
工效提高约40%。三季度计划全面推进光面
爆破，进一步减少混凝土损耗。”7月7日，在
中铁四局柳（州）梧（州）铁路3标项目部（五
公司）7月施工生产会上，负责太平隧道施工
生产的副经理李富乾说。

3 标管段全长约 27.7 公里，其中太平隧
道是标段内控制性工程，全长约4.618公里，
穿越岩溶、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施工难
度大，安全风险高。进场以来，项目部严格
把关工序流程、安全质量，确保施工生产高
效推进。

项目部结合工程实际，制定详细的施工
方案，明确隧道掘进的方法、步骤、技术要
求、安全措施等内容，为后续施工提供指
导。掘进过程中，爆破作业是关键环节之
一。项目部采用“电子雷管起爆系统”，严格
控制炸药量、孔距、排距等爆破参数，确保爆
破效果和施工安全。在支护作业时，根据围
岩的不同情况，采用超前小导管、锚杆、钢拱
架等多种支护方式，确保支护质量和效果。
开工以来，建设单位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已经3次组织全线参建单位来到太平隧
道现场观摩学习。

此外，项目部积极组建“攻坚先锋岗”，
由隧道施工经验丰富的员工担任岗长，设置
包保责任区，按照“对齐标准、加强监管、时
刻把控、及时反应、实时记录、阶段总结”的
步骤，落实安全管理措施，提高施工效率。
隧道作业人员较上月每个班组减少3人，掘
进深度较上月的85米提升到110米。

截至目前，项目部开累完成施工产值
13.44亿元，太平隧道掘进已经过半。

赵杨波 胡飞宇

隧道掘进平稳
施工高效推进

沪昆高速梨东段改扩建工程C4标路面水稳施工 杨胜玲摄

本报杭州讯 7月7日，中铁四局钢结构
建筑公司承建的杭州农发“平急两用”东郊
仓配体化中心项目（一期）地基开始试夯。

该项目占地面积179亩，建筑面积24万
平方米，施工内容包括仓库、冷库、中央厨
房、配送中心等。

肖子凌

杭州农发东郊仓配体化中心地基试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