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
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
明确企业改革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作为国
有建筑企业，我们更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研判和聚焦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向
改革要速度、向改革要效益，用改革红利对
冲不确定性影响，激发企业发展的新活力。

聚焦经营源头，在优结构、稳增长上实
现新提升。在经营体系建设上，以深化区
域经营、立体经营与协同经营为抓手，构建
市场导向、运转高效、竞争有力的大经营体
系；在优化产业结构上，持续深耕城市轨道
交通、铁路、公路等传统优势领域，培育壮
大生态环保、绿色建筑、风电光伏、装配式
建筑、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形成兼顾当前和
未来的产业布局；在提升市场份额上，聚焦
国家重点规划建设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等城市群和经济带，主动融入和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

聚焦管理升级，在聚合力、添活力上实
现新提升。持续优化各级企业总部组织机
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建立目标明确、边界清
晰、权责对等、精简高效的组织体系，提高
决策执行效率；加快推进工程项目组织管
理模式的调整，按照“机构压得下、人员减
得掉、管理跟得上”的原则，统筹推进项目
管理模式优化和配套政策创新，推进多元
考核激励模式；深化人才发展机制改革，着

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完善
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打通人才交流
通道，建设一流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聚焦新质生产力，在提质效、强实力上
实现新提升。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和配套装备攻关，推进 BIM 技术、
装配式建筑、绿色建造等科技应用，确保在
建筑工业化、建造智能化、绿色低碳化方面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或产品，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主营业务板块，
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
机，强化对项目现场“人机料法环”的管理
效能，提高生产效率和施工质量。

聚焦提质增效，在保履约、树品牌上实
现新提升。坚持“一切工作到项目”，持续
推进生产组织集约化、方案组织科学化、资
源配置动态化、标准建设常态化，大力开展

“品质工程”创建，确保实现项目完美履约，
持续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强调价值创造，
围绕工程量、物资管控、分包管理等重点环
节和关键领域，纵深推进大商务管理，强力
推进现金流管控，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与发
展质量。

总之，我们要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以应变局开新局，以勇创新求突
破，以促转型增动能，以强科技筑根基，稳
扎稳打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为企业
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杨方明

▶11月5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团工委副书
记王叶臣带领全国国家级经开区团指委
一行到中铁四局调研指导工作

▶11月1日，肇庆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爱军一行到中铁四局市政公
司肇庆第二人民医院项目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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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年底，安徽省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5500公里，其中高铁2537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已开通合肥至23个省会城市和120多个地级市
直达的高铁动车……“轨道上的安徽”建设交上
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织密织牢连南接北、承东启西、四通八达的
安徽铁路网离不开建设者的艰辛付出。作为从
铁路市场起家、逐步发展壮大的驻皖央企，近年
来，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始终扎根属地，积极
助力“轨道上的安徽”建设。截至目前，中铁四
局建设者在安徽省境内参与建成了（南）昌景
（德镇）黄（山）铁路、池（州）黄（山）、商（丘）合
（肥）杭（州）等多项铁路工程，参建的淮（北）宿
（州）蚌（埠）铁路、合（肥）新（沂）铁路，巢（湖）马
（鞍山）、宁（南京）马（鞍山）城际铁路等多项铁
路工程均按预定时间节点快速有序推进……

科学部署助发展提速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打造高铁、城际铁
路、市域市郊铁路、城市轨道等多层次轨道交
通，支撑和引领空间集约开发、优化发展，是建
设美好安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

对江淮大地满怀深情的中铁四局把“轨道
上的安徽”建设使命扛在肩上、放在心上。近几
年来，中铁四局持续加强对安徽省内铁路重点
项目的管理策划、生产组织与进度管控，牢固树
立“一切管理工作到项目”的理念，聚焦淮宿蚌
铁路、宁马城际铁路等重难点铁路项目的顺利
推进，科学合理地安排部署各项施工任务，确保
项目进度、安全、质量有序可控，快速打好、打赢

“保节点、保竣工、保开通”攻坚战。
7月25日，南京至马鞍山市域（郊）铁路（南

京段）正线铺轨启动仪式在铜井站顺利举行，标
志着宁马城际铁路（南京段）正式进入铺轨阶
段。中铁四局南京地铁宁马线（南京段）铺轨3
标项目书记谭启震介绍：“南京段铺轨近70公

里，每个工作面每天可铺设75至100米。与南
京市区地铁线路不同，宁马线是市域（郊）铁路，
设计时速120公里，比地铁速度快，因此，轨道
的验收标准、精度等要求都非常高，也对施工精
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中铁四局采取了多项有效
举措，保障施工安全、质量、进度，争取让南京、
马鞍山两地及沿线居民早日坐上宁马线。”

9月8日，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巢马城际铁路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副汊航道桥通过科学编制
方案、加强资源配置、强化安全管控，正在紧张
有序地进行总臂钢梁架设和斜拉索挂设，当前
大桥建设正稳步推进。

目前，中铁四局建设者还在淮宿蚌铁路、合
新铁路、阜淮铁路等其他多个安徽省重点铁路
项目上按期顺利完成了一项项节点任务，争当

“轨道上的安徽”建设急先锋……

智慧建造向建设赋能

安徽历来是国家改革创新重要发源地，科
技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方阵，在安
徽省推动高铁智能建造具备天然优势。

作为“轨道上的安徽”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为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不断探
索、实践铁路项目的智能建造技术和高端工程
装备，为淮宿蚌铁路、阜（阳）淮（北）铁路等安徽
省重点铁路项目的每一道轨、每一片梁的精益
建造助力赋能。阜淮铁路2标蒙城制梁场以智
能化建造为抓手，统筹推进项目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通过物联网、先进算法、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创新开发数智梁场生产控制平台，
工作人员在梁场智慧管控中心操控，就可实现
物资管理、生产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
管理的可视化、智能化、信息化。

梁场总工程师王兆广介绍，与传统梁场相
比较，蒙城智慧梁场作业人员减少了约30%，生
产效率提升了约20%。梁场内设置的智慧管控
中心，具备施工任务下达、各工序流程安排、安
全管理、梁体质量控制及环水保管理等功能，解
决了过去传统梁场施工存在的能耗高、效率低、
品控难等问题，真正实现数据监控与智能分析，

在品质耐久、智能建造、
低碳环保上实现了技术
突破和管理创新。

推动智能建造重大
装备系统的研发、制造
和应用，中铁四局正在
行 动 …… 今 年 6 月 21
日，在巢马城际铁路建
设工地，中铁四局参与
研制的能快速架好箱梁
的千吨级架桥机、能提
起近千吨重箱梁的提梁
机、配备有160个大轮胎
的运梁车……通过这些
架桥重器，2.5 小时就能
架设好一片箱梁，大幅
提升了架桥的速度。

中铁四局巢马城际铁路项目负责人介绍，
传统的900吨级架桥机只能架设最大跨度32米
的箱梁，千吨级架桥机能够实现40米箱梁架设
作业，相比传统架桥机工效提高了1倍，还大大
降低了施工成本。

强化管控为项目护航

从大江两岸到皖北平原，中铁四局在安徽
各个铁路建设工地始终保持着热气腾腾、热火
朝天的大干场面，这与这家建筑央企推行的严
格节点考核分不开。中铁四局研发应用进度管
理信息化系统，对铁路项目工期进度实施精准
预警和超前控制，不断细化安徽铁路重点项目
的节点任务，制定考核实施细则，以节点完成目
标为导向，奖优罚劣、奖快罚慢，激励参与考评
的工程项目争先夺标，争创一流。

今年2月中标的中铁四局合（肥）武（汉）高
铁引入合肥枢纽工程项目部按照局项目管理要
求分别印发了《项目管理策划书》《项目标准化
实施手册》《项目品质工程手册》，夯实铁路项目
高品质建设的基础。高效完成场地规划，及时
复核施工图纸，细致进行施工调查、管理策划和
现场交底，在进场15天内编制完成《项目管理

策划清单》，保证项目关键节点工期和总体施工
进度有序推进，切实推动项目“高标准起步、高
效率推进、高质量达标”。

给“轨道上的安徽”建设按下快进键，还要
针对铁路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筑牢安全
生产防线。为此，中铁四局组建了安全稽查大
队，实行“安全监督再监督”，同时深化区域管
控、子分公司检查、项目自查“三级联查”机制，
推广现场网格化管理，配齐配强现场专兼职安
全员，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构建了全员、全
方位、全过程的“大安全管理”格局。在科技兴
安方面，中铁四局多措并举、持续发力，不断探
索、实践信息化、智能化、机械化的新技术、新方
法，深度应用重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信息化系统；研发应用安全教育培训
箱和安全“微课堂”，在所有的安徽铁路建设项
目应用，显著提升了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
意识和技能，为“轨道上的安徽”建设保驾护航。

2024年，安徽省进一步加大铁路建设投资
规模，“轨道上的安徽”建设将持续向广度和深
度拓展。徽山皖水间，中铁四局将继续用智慧
和汗水助力“轨道上的安徽”加速飞奔，跑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文良诚

中铁四局承建的昌景黄铁路休宁河特大桥 郎成涛 摄

本版编辑/覃仁财 版式设计/权力

争当“轨道上的安徽”建设急先锋
——中铁四局奋战徽山皖水

10月31日，随着最后一根索股成功入鞍，由中铁四局一公司承建的济（源）新（安）高速
公路黄河大桥主缆架设完成。

济新黄河大桥位于济源市、洛阳市交界处，横跨黄河小浪底库区，是世界首座独塔地锚
式回转缆悬索桥。大桥主跨555米，塔高109米，设计时速100公里，是济源至新安高速公路
的控制性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河南省高速公路网络，对于增强郑州都市圈、洛阳副中心城
市辐射能力、整合区域旅游资源、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 王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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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新黄河大桥主缆架设完成 全面深化改革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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