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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绘底色实干见真章
——记中铁四局2024年度“行政管理标兵”邢将

邢将，中共
党员，2017年毕
业于陕西铁路
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现任中铁
四局七分公司
西（宁）成（都）
铁 路 1 标 项 目
经理部兼一分
部 办 公 室 主
任。参与泰东
高速项目、京台
北高速改扩建

项目、高商高速项目、西成铁路项目的建设，
担任过安全员、安质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职
务。先后获得了局“优秀宣传干部”“优秀青
年安全质量监督岗岗员”“优秀青年岗位能
手”以及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十大杰出青
年”等荣誉。

精细管理显身手服务项目有担当

“办公室无小事。”邢将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他深知，在平均海拔3700米的甘南藏
区施工，是绝对的辛苦活，办公室就是项目运
行的“神经中枢”和“形象窗口”。对内，是服
务职工、保障后勤的“大管家”；对外，是信息
沟通、商务接待的“前哨站”。

2024 年 7 月，“国企开放日”活动在高原
项目驻地举行。时间紧、任务重、环节多，邢
将白天协调场地布置、物料保障，晚上核对流
程、推演细节，从会场布置的每一个座签、话
筒音量的反复调试，到参观路线的实地踩点、
讲解词的逐字打磨，甚至高原天气变化下的
应急预案，他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的细
心周到让活动圆满成功，也赢得了甘青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在广的称赞：“中铁四局
企业文化搞得好！”。同年8月，精品工程观
摩会迎来百人参观团。 邢将不仅精心安排
了观摩路线和解说，更提前预判高原天气可
能带来的影响，贴心准备了雨具和应急氧气
瓶。当参观团成员们在寒风中接过一杯杯滚
烫的姜茶时，暖意驱散了高原的寒意，传递了
四局的温暖。

用心宣传倾真情讲好故事树形象

打铁还需自身硬。邢
将明白，在雪域高原筑路，
不仅需要钢铁意志，更需要

让外界了解建设者的艰辛与荣光。
为了写好一篇反映项目团队在极寒缺氧

环境下攻坚克难的文章，邢将深入隧道掌子
面，和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记录下他们被冻
得通红的脸颊和粗重的喘息，也捕捉到他们
眼中完成节点目标的坚定光芒。《央企皖军鏖
战雪域高原》这篇饱含深情的文章最终在局

《铁道建设》报显著位置刊发。
在参与拍摄微电影《西成不再冷》时，为

捕捉最真实的建设场景和情感，邢将陪着摄
制组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跋涉，协调工
人配合拍摄，有时为了一个镜头要反复沟通
协调。这部反映建设者奉献与温暖的作品最
终获评中国中铁“优秀品牌故事”。“我觉得所
有的奔波都值得，因为西成铁路高原建设者
的故事，终于被更多人听见了。”邢将说道。

严寒关怀暖人心 高原后勤有保障

项目常年低温严寒缺氧，最低气温只有
零下30℃、开水只有87℃、高压锅煮面、含氧
量和气压只有内地的70%以及长达6个月的
冬天等艰苦环境。邢将深知伙食保障的重要
性。然而，高原环境让“吃”变得异常艰难。
项目驻地远离城镇，新鲜蔬菜是“奢侈品”，严
寒天气让运输变得危险且周期长，运上来的
绿叶菜常常带着冰碴子，稍不注意就冻坏烂
掉。普通锅具成了“摆设”,沸点低、米饭夹
生、面条煮不烂是常事。面对这些困难，邢
将 一方面联系食材供应商进行定时定点配
送，为项目部打通补给“生命线”；一方面，安
排食堂厨师，合理搭配营养，利用高压锅变着
花样做饭，专门准备了腊肉、香肠等耐储存又
下饭的家乡风味。技术员李磊加班后说：“风
雪夜里回到驻地，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
汤，吃上一碗热面条，胃暖了，心就安了。”

邢将主动联系碌曲县人民医院，构建起
项目特殊医疗服务体系，打通了绿色通道。
同时在项目及各分部驻地安装制氧设备和供
暖设施，建立工地卫生所和各隧道医疗室。
每年帮助员工合理安排20天的特殊假期和2
次体检，为他们建立健康档案，为解决长时间
在高海拔地区造成身体的影响和项目人员不
能长时间离岗的矛盾，选择了相对工地海拔
较低的迭部县作为项目的疗养基地，分批次
到疗养基地进行短期疗养。“我已经参加两次
体检了，检查结果很好，项目上次组织的短期
疗休养真的有效果。”综合办干事王伟琪在体
检之后开心地和同事分享。 刘陈永

吕虎虎，中
共党员，高级工
程师，2000 年毕
业于西南交通
大学道路桥梁
专业本科，现任
中铁四局国际
事业部几内亚
马（瑞巴亚港）
西（芒杜矿区）
铁路项目商务
合 同 部 部 长 。
参加工作 25 年

来，他先后参与郑州国道改建、上海地铁、合
肥方兴大道、安哥拉社会住房等十余个项目
建设历经见习生、技术员、技术主管、预算主
管、工程部长、副总工、项目总工等多个岗位
的锻炼。

2012年至今，吕虎虎远赴非洲，不仅成功
完成了项目的预算和管理工作，还通过与当
地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合作，积累了丰富的国
际工程建设经验。他以“精打细算控成本，千
方百计创效益”为信条，逐步成长为精通工程
预算、变更索赔、成本管理和劳务管理的行家
里手。

用“专业能力”守护“企业效益”

2021年10月，吕虎虎任职“一带一路”中
非合作的重点工程——几内亚马西铁路项
目。当时，项目面临当地政局更迭、疟疾等疾
病高发、业主股权变更、文化风俗差异及资源
匮乏等重重挑战，曾停工长达15个月，工期被
大幅压缩，压力巨大。

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吕虎虎和参建分
部扎根施工现场，反复勘察施工沿线地形，研
究图纸，经过数次商务策划和经济比选，经国
际事业部评审后，制定了“设计优化21项+变
更设计9项+其他费用11项”的组合方案，创
效率提高到1.58%。他严格执行“月分析、季
调整”的动态管理机制，密切关注项目成本和
进度。在第一次商务管理策划中期调整时，
吕虎虎带领参建分部再次深入研究，新增了4
项优化方案，成功将预期策划创效率提升至
1.65%。

截至2025年5月30日，该项目已完成商
务策划 28 项，其中 13 项已经计价或部分计
价，实际完成变更策划创效率1.89%，超过预
期目标。

从“纸上蓝图”到“真金白银”

2021年12月，马西铁路业主的环评专家
要求加大动物迁徙通道设置密度，以确保沿
线动物的生存环境。同时，业主有意追加投
资以遵循国际金融公司绩效标准。吕虎虎迅
速组织现场踏勘、无人机航拍取证，联合其他
标段对接设计院。历时19个月，完成信息收
集、设计复核和手续完善三个阶段的工作，推
动该项目新增167个双线孔的桥梁建设内容。

2022年5月，吕虎虎在挖方施工中发现铁
帽石机械凿岩困难，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设计
优化的机会。他借鉴已运营的几内亚达（必
隆港）圣（图一胡达矿区）铁路经验，联系设
计、业主和监理，带领团队现场查勘、收集数
据，与业主多次沟通，根据现场开挖试验结
果，对照《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充分证明铁帽
石应划分为Ⅳ级软石，成功将31.8万方土方
优化为石方，为项目增加可观效益。

从“精准施策”到“多维创效”

2022 年 7 月，吕虎虎带领团队组织参建
分部技术和商务人员，多次主动与设计院沟
通协调。经过长达16个月的不懈努力，2023
年 11 月成功将原设计的“硬土”等级调整为

“软石”并直接入图，这一调整不仅优化了施
工方案，还为项目增加了效益。

在桥梁下部结构优化方面，原设计的明
挖基础石方爆破成本高，空心墩模板购置费
用大。吕虎虎与技术人员反复研究，经过多
次论证和试验，将明挖基础改为钻孔桩，空心
墩优化为实心墩，这一方案实施后，不仅减少了
石方基础爆破成本，还节约了模板购置费用。

新增梁场变更设计同样困难重重。业主
在设计规模、机械费用、预算额度上久未确
定。2023年11月，项目部提出“方案先行、商
务跟进、重点沟通、达成共识”工作方法。吕
虎虎在新增梁场方案及预算编制过程中，和
团队成员研究优化方案，与审核人员反复沟
通，并紧盯业主评审流程。经过 9 个月的努
力，终于成功签订新增梁场临建和制、运、架
梁的工装及机械设备费用的补充协议，保障
了桥梁施工工期、增加了合同额。业主投资
控制团队负责人孙修泰评价：“中铁四局的商
务团队，用翔实的数据和事
实说话，专业、严谨，值得信
赖！”

李慧子

匠心筑梦在海外商务创效显担当
——记中铁四局2024年度“商务管理标兵”吕虎虎

本报揭阳讯“纪检委员要坚持每月排
查内部违规吃请送礼问题线索，紧盯节日腐
败、‘吃’心不改等不良风气，大家一定要做到
心中有纪、行动有规。”5月31日早点名结束
后，中铁四局城轨分公司三江连通后续优化
工程施工3标项目书记罗畅，依照惯例开启
每日10分钟微讲堂。

自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启动以
来，该项目党支部迅速行动，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通过召开支委会（扩大）会议进行专题部
署，细化制定《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责任分工及工作推进情况表》，综合运用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支部书记讲党课等方
式。

同时，组织项目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
员、部门负责人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为
确保学习教育全覆盖，项目党支部把课堂从
会议室搬进工地、生产一线，利用早点名，开
设“10分钟微讲堂”。

“在微讲堂的形式内容设计上，项目党支
部注重将传统教育与新媒体手段相结合，将
创新与实效深度融合，力求将党的纪律规矩
学习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罗畅介绍
道。

该项目通过依托中国中铁报《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专栏、中铁四局
微信公众号《古韵廉理》专栏、警示教育片、城
轨分公司党委开设的中铁e通群每日一学微
党课和局党校制作的学习教育课件，增强教
育针对性、实效性，提高传播效果。

针对工区分散，人员难以集中的痛点，该

项目党支部打破“会议室+PPT”的传统模式，
创新教学形式，将教育延伸到施工现场，在各
工区增设“廉洁小广播”，开创“班组长讲纪
律”“10分钟微讲堂”“指尖每日学”，利用班
前讲话、早点名、交接班、用餐时间开展“流动
学习教育”。

为保证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见行见效，项
目党支部建立了“考学评学”机制，将学习成
效与党员干部年度考核、评先评优直接挂
钩。通过建立“廉洁月课”机制、开展“四必
谈”廉洁提醒、廉洁主题党日、集中学习等形
式，把抽象的纪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
范。

此外，项目部青年占比86%的特点，依托
城轨分公司“青廉工程”，创新推出“青春话廉
洁”随访、“青廉说”案例研讨活动，组织员工
对照岗位廉洁风险点绘制“廉洁坐标图”。

“10 分钟虽短,但我们感触却很深。见缝
插针的方式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间隙能够深
入了解八项规定精神。这种课堂氛围活跃,
接受度和参与度极高的授课形式,很深受大
家欢迎!”技术员杜磊说道。

通过高频次、碎片化的学习，一线员工对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了更多的认识，纪律意
识明显增强。结合微课堂案例教学，项目关
键岗位人员主动梳理本岗位廉洁风险点并制
定详细防控措施，劳务结算审批时效明显缩
短，业务流程更加规范。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开展各项特色
学习30期，覆盖学习人员达1120人次。

张露露

10分钟微讲堂明“纪”筑防线

本报上海讯“围护结构热损耗模拟结果
还能再优化吗？岩棉保温层和断热桥外窗的
组合方案是否覆盖了所有热工薄弱点？”5月
31日，在中铁四局上海公司青浦区盈浦街道
20-01地块市民中心项目技术攻坚会上，总
工程师吴笑笑指着 BIM 模型中的三维热成
像图，向工程部长张新宇问道。开工以来，该
项目围绕“近零能耗建筑认证”与“绿色建筑
三星标识”双目标，共开展13次技术攻坚会。

近零能耗建筑是指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
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
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采取主动技术措施
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
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
室内环境。

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最新研究报告，
2022 年建筑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例高达 44.8%，碳排放占到全国能源相关
碳排放的48.3%。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国家
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明确提
出到2025 年，我国新建超低能耗、近零能耗
建筑面积比2023年增长0.2亿平方米以上。

上海公司承建的上海市青浦区市民综合
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内容包括地上2栋单
体、地下两层车库，总建筑面积10.66万平方
米。作为未来青浦新中心西进的重要空间节
点，项目以创建综合节能率62.63%的近零能
耗建筑为目标，致力于打造我国大型公共建

筑绿色转型标杆，助力“双碳”战略落地。
为此，项目成立了《大型公共建筑近零能

耗及绿色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研究》科研小组，
依托BIM技术构建起包含建筑外观、内部结
构、管线布局等的三维数字孪生模型，开展上
百次施工模拟。为解开普通窗框导热系数偏
高的症结，项目科研团队带着BIM数据走访
区域内多家型材厂家，最终敲定内嵌PA66尼
龙隔热条的断热桥型材，搭配三层中空玻璃
形成“三明治”结构，并在施工模拟中通过调
整保温填充工艺，大幅降低外窗整体传热系
数和改善气密性效果，成功攻克热工薄弱
点。通过多种努力，科研小组将断热桥三玻
两腔外窗、高效热回收机组、变频变压节能型
电梯等技术，以主动式与被动式双重节能效
果精准嵌入建筑肌理，勾勒出完整的近零能
耗建筑技术框架。

“通过超低热损围护结构体系与建筑光
伏一体化（BIPV）技术的耦合应用，我们逐项
验证新技术、新设备的集成应用效果，力争未
来可为医院、学校等场景提供可复制的近零
能耗方案。”吴笑笑表示。

据悉，该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入
使用，届时在市民服务大厅内，动态能耗监测
屏将实时展示建筑的“绿色账本”——依托智
慧物联平台，对光伏矩阵、高效热回收机组等
设备进行智能能效诊断，实现能耗动态调控
与故障预警。

郑瑞东江傲冯申奥

解码近零能耗“密码”！
上海青浦市民中心项目打造绿色建筑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