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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鉴（五）

小站“旧貌换新颜”
西道口线路所，京广铁路和丰沙铁

路一座四等小站，相比 4公里之外、正在
全力打造的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丰台
站，它显得低调，默默无闻。但这一切都
在悄悄发生变化……

8月 5 日晚，原本沉寂的小站灯火
通明、人头攒动。电务公司 300 余名施
工人员齐聚于此，夜战丰台站改Ⅰ级
“大封锁”。历经 272 分钟鏖战，成功将
西道口线路所 6502 电气集中联锁“升
级”新型计算机联锁，丰台站西仓库取
送业务顺利“交接”到西道口线路所。设
备升级、业务拓展，让这座小站再次焕
发新的生机。

七大区域、46个施工小组同步作业

“此次Ⅰ级封锁主要是启用西道口
线路所新型计算机联锁设备，将原来由
丰台站控制的西仓库取送车改由西道口
线路所控制，是丰台站改工程的关键一
步，将为丰台站改第三步过渡奠定基
础。”现场负责人介绍。
翻开施工方案，从中看到此次封锁

施工主要集中在丰台站、西信号线路
所、西道口线路所、石景山南站，影响范
围涉及柳村线路所、北京南站、丰台南
信号站、丰台西 I 场、丰台西 V 场、长辛
店、长阳村线路所、大灰厂、三家店、衙
门口等 10 余座车站。整个施工过程均
在北京铁路枢纽运输最繁忙、线路最
密集、环境最复杂的区域进行，犹如在
心脏上做手术，加之疫情影响，无论是
施工组织，还是安全保障，都是一次严

峻挑战。
面对挑战，电务公司发挥整体优势，

成立以党政领导为组长的攻坚领导小
组，分管领导坚守施工一线，进行现场办
公，优化资源配置，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扎实推进工程建设。参建项目部组织技
术人员反复优化开通方案，根据施工内
容及范围，将封锁现场划分为石景山南
站室内和室外、西道口线路所室内和室
外、丰台站室内和室外及西道口至丰台
站区间七大施工区域，对每个施工区域
工作任务、方法步骤再细化、再分解，累
计安排施工组、撤旧组、拆改组、试验组
等 46 个小组 300 余人投入施工，覆盖
施工各个环节、各个岗位、各道工序。

安全、质量、工期一个都不能少

速度取胜、品质致胜、安全环保，始
终是项目部秉承的建设理念。施工过程
中，参建项目部统筹推动安全、质量、进
度管理，加强过程控制，倒排工期节点任
务，加快施工进度，确保“三驾马车”齐头
并进。
安全交底“一个不少”。项目部加大

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由项
目技术负责人牵头，分区域、分工序对每
个施工小组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大到施
工程序和作业时间，小到芯线的拆改、倒
接，处处事无巨细，确保安全技术交底内
容、人员全覆盖、无死角。同时针对施工
难点，项目部制定安全关键卡控表、工
作流程图，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完善安
全应急预案，备足应急救援材料及工器

具，开展应急演练，消除安全后顾之忧。
质量卡控“一点不差”。项目部全面

落实“工程优质、用户满意”的质量理念，
注重在“细节”上下功夫，苛刻对标，追求
工艺极致。在机柜安装环节，用水平仪和
水平尺检测单个机柜和整列机柜的水
平、垂直偏差，确保横平竖直、结实牢固。
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部应用 BIM技术
提前规划各种线缆的分布，放眼望去，
室内线缆绑扎牢固、排列层次分明、走
向透明可视、用途一目了然，室外设备
安装整齐划一、稳定可靠，以“工匠精
神”“绣花功夫”获得了建设单位和接收
单位的认可。
开通时间“一点不晚”。项目部多次

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工作内容及工程实
际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与各作业队共同
编制施工计划，并严格落实逐级包保责
任制，将施工计划分解到每个区域、具体
工序，以工序保区域、以区域保整体，全
力以赴兑现节点工期。8月 5日 23时 51
分，随着Ⅰ级封锁施工命令下达，300 余
名施工人员迅速进入各自作业点，室内
倒接电缆、修改配线、更换软件、调试设
备，室外安装道岔、试验信号机、调试轨
道电路，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开展。8月 6
日 4 时 23 分，经过 272 分钟鏖战，调试
道岔 13组、信号机 41架，拆除既有信号
机 22 架，拆改各类配线 650 余根，丰台
站、西道口线路所、石景山南站、长辛店
站联锁设备试验良好，丰台西站 SAM系
统软件修改完成，西道口线路所新型计
算机联锁设备正式启用，工程提前 28分
钟顺利开通，再一次展现了中铁六局“敢

打硬仗、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铁军风
采，彰显了中铁六局既有线施工“王牌
军”风采。

百日攻坚为开通保驾护航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迟滞的工作赶回来”“争当
百日攻坚排头兵，坚决打赢丰台站改决
战决胜攻坚战”……在丰台站改“抗疫
情、保增长，大干 100天”动员大会上，参
建员工发出铮铮誓言。
面对超常规的任务、超常规的工期，

电务公司以超常决心、超常举措、超常力
度，瞄准任务目标，强化管理“硬核”，为
决战决胜丰台站保驾护航。分管领导、
包保领导 24 小时盯在现场，确保“难
点”“堵点”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解
决。组织机关党员深入到丰台站改施工
现场，开展“下基层、上一线，同劳动、共
聚力”主题党日活动，协助开展电缆敷
设相关工作。调集太原通号项目部、天
津西南环项目部、石济客专项目部精干
力量，组建施工生产突击队，配齐配强
施工中所需的管理、技术、操作人员，打
破常规，强攻硬上。参建员工挑战“不可
能”，开启“白 + 黑”“5+2”施工模式，抓
晴时、用雨隙、战酷暑，全力保障工程快
速推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的小站今

非昔比，而默默奉献的中铁六局人又重
整行装，铆足劲、拼尽力，向着丰台站改
下一个节点全力冲刺。

（郭 鹏）

从京沈客专跨北京五
环路大桥顶推就位，到清河
火车站专用匝道工程基本
完工，再到成都天府机场高
速公路一标主体工程贯通
……一系列工程大干快上
的背后，都离不开安全生产
这枚“定海神针”保驾护航。
可以说，只有强化“管”的过
程控制，抓实“监”的检查纠
偏，最大程度凝聚起“管监
合力”，才能全面助推公司
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作为国有大型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一直都是
对外的“金字招牌”、对内的
历史传承。每推进一项工程
施工，都是为公司的荣誉而
战、为企业的形象而拼。当
前，在建工程连续梁、深基
坑、暗挖隧道等高风险施工
较多，安全生产压力巨大，
必须要坚决守住安全生产
这条信誉红线，不给自己添
乱、不给上级添堵、不给企
业抹黑，展示好“子弟兵”
的铁军风采，全力以赴打
好实力之战、品牌之战、信
誉之战。
“安全地干好在建，就是最好的经营。”项目一

旦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或者是返工返修，不仅
所有的成本控制努力、二次经营努力都将大打折
扣甚至付之东流，还会造成效益损失，成为企业负
担。所以，只有在施工过程中时刻绷紧“安全弦”，
干得好、做得实，不踩红线，堵住“成本黑洞”，才能
汇聚起“口碑流量”，以誉促揽、以质胜出，提升开
发经营的“市场流量”。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施工企业来说，只

有干好“危大工程”，才能打造“伟大工程”。因此要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秉承安
全事故“零容忍”的标准，沉下心来、扑下身子，开
展常态化安全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点、关键
点、细节点，确保严格管控、重拳出击、逐个击破。
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要突出组织领导的

“头雁效应”，宁可上前一步形成“责任重叠”，不可
退后一步形成“安全缝隙”。要重点着眼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排查整治工作，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质量季”等活动，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管监责任”落实，让“人人有
责担，事事有人管”的安全责任矩阵加速形成，
“第一时间”预得准、防得好，“最后一刻”守得住、
救得了。
安全责任重如山，众人把关稳如磐。当前，国

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意味着“战时”融入
了“平时”，需要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战”。为此，要
结合开展“大干 100天”专项劳动竞赛活动，把安
全生产各项活动与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等工作相结合，编织疫情防控“安全网”，
筑牢安全生产“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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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管理问题

（一）某项目部分包队伍选用把关不严

某项目部选用的电力电缆分包方施工能力无法达到山
区及石质地区施工质量要求，合同终止履行。因签订封账协
议时未能就施工质量不合格部分达成扣款约定，导致后续
分包时增加分包成本。

（二）某项目部超限价订立合同

某项目部签订的钻孔桩劳务分包合同中，将钻孔桩钢
筋笼分解成加工场加工和现场孔口对接。钻孔桩钢筋笼实
际分包单价超过公司公布分包限价，该事项未经公司进行
例外审批。

（三）某项目将工程分包给挂靠的自然人

某自然人以公司名义与我局某公司签订《施工大临便
道劳务分包合同》。过程中该自然人拖欠农民工工资并失
踪，引发群体讨薪事件，我局某公司为平息事件额外向农民
工支付工资。

（四）某项目部以合同替代结算

某项目部与某公司签订专业分包合同，会计凭证以该
合同和对方开具的发票入账，未附实际完成工作量的收方
单和结算单。该项目部 2015年至 2017年期间共有 6份合同
均存在类似现象。

上述四个案例，既存在劳务队伍入口环节对其资格和
能力把关不严的问题，也存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不按制度要
求管控的问题，还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劳务队伍的现场
监管、经济约束不到位问题，以及业务系统基础工作标准化
要求不落实问题。劳务队伍管理失控是项目成本失控的重
要因素之一，各单位要进一步做好分包方准入和考核管
理，规范招标程序，加强分包方案策划，做好施工过程监管
和结算验收与支付的管控，落实好监督检查和问题整改工
作，确保劳务队伍使用可控有效，提升项目的管控能力和
创效水平。

在“抗疫情、保增长，大干 100天”专
项劳动竞赛中，广州公司珠机城际项目
部针对高空作业点多面广的实际情
况，在各工点制定和实施“十不准”安
全禁令，紧盯高空高危作业不“走神”，
有效增强高空作业“免疫力”，牢牢守
住安全底线。
该项目部承建的金海大桥分为金海

大桥铁路桥与代建公路桥两部分。金海
大桥横琴侧铁路部分东引桥就有 19 个
桥墩需要挂篮悬浇施工，高峰期多达 8
对挂篮同步作业。主桥段共计 33 个桥
墩需要挂篮悬浇施工，高峰期多达 15

对挂篮同步作业。作业面均处于高空临
空状态，桥墩高度平均在 20 米以上，最
高的桥墩顶面距离地面足足有 43 米，
不仅高处高危作业难度大，而且对季节
性防台防风要求特别高。
工程在进入高空作业前，项目部就

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高空作业安全防范
措施和实施办法，明确患有高血压、心
脏病、贫血、癫痫病等疾病的人员不准
登高；思想有情绪，与他人发生纠纷的
人员不准登高；未配戴安全帽、未系安
全带、不扎紧裤管不准登高作业；作业
现场六级以上大风及暴雨、雷电、大雾

时不准登高；脚手架、跳板不牢固不准
登高；梯子无防滑措施、未穿防滑鞋不
准登高；不准攀爬井架、龙门架、脚手
架，不能乘坐非载人的垂直运输设备
登高；携带笨重物件不准登高；高压线
旁无遮拦不准登高；未确认攀登物是否
带电和施工场地光线不足不准登高等
作为登高施工作业的“十不准”禁令。无
论工期多么紧、任务多么繁忙，都必须
严格按照“十不准”禁令的相关规定
进行组织和实施，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
底线。
为确保“十不准”禁令有效落实，项

目部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和配套管理办
法，成立了专门的安全防控小组，按照
“十不准”禁令不定期进行现场检查。在
高空作业点增加安全防护人员，紧盯每
个高空作业面，巡察和禁止违规、违章
作业现象的出现。建立健全岗前安全
交底制度，每天上午和下午上岗前，都
由现场安全人员对上岗人员进行安全
注意事项教育，检查上岗人员安全防
护佩戴情况，避免疏忽大意而造成的
安全事故。此外，项目部还组织现场
施工作业人员接受专项身体检查，保
障作业人员身体健康，预防安全管控
风险。
“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掉以轻心，我

们要坚决落实高空作业‘十不准’，持续
增强高空作业‘免疫力’，牢牢守住安全
生产底线。”工区负责人贺勇全说。

（张世能 黄羽萱）

广州公司

“十不准”增强高空作业“免疫力”

“网红兄弟”话安全

8月 5日，由天津铁建公司参建的天津地铁 10号
线正线出入车辆段线路铺轨施工完成。
天津地铁 10号线一期工程北起天津市河东区屿东

城站，南至西青区于台站，正线全长 21.22公里，共设车

站 21座，均为地下站。天津铁建公司负责全线的铺轨任
务和梨园头车辆段建设施工，全线铺轨总长度达 44公
里，共设梨园头、环宇道、沙柳南路三个铺轨基地。

（康 倩 /文 张 磊 /摄）

“小冉，你们的视频排名第
一，你是网络红人啦!”一时间，
项目部冉子成、王刚两名安全
员有了新的称呼：“网红兄弟”。
近期，天津地铁 10号线

梨园头车辆段项目部“我是
安全明白人”的抖音短视频
在全标段迅速走红，短短三
天时间浏览量和点赞率逾五
千人，该视频的男主角也成
了新晋“网红”。
要成为“网红”也不是那

么顺利的，施工现场安全第

一，两名安全员身兼重职，每
天工作安排很满。好不容易
等到他俩休息，也是挤时间
才完成视频拍摄。
原本觉得管好安全就是

干好现场，但是短视频上线
后第一时间被各个劳务队伍
转发，让他俩觉得没有白忙
活，原来现场安全也可以这

样“管”。
劳务工小王表示：“这样

的安全教育形式不枯燥，看
看视频就能了解安全知识，
简单明了，娱乐同时还能学
习。”不仅如此，项目部的做
法也获得了业主肯定，并作
为创新标杆在 10 号线全线
宣传推广。

成为“网红兄弟”之后，
他们逐渐意识到这样的方式
鲜明、生动，通过小故事就能
让劳务人员学到安全知识，
打破以往的枯燥培训并且传
播速度很快，便主动把自己
的现场经验表达出来，为下
一条视频的制作提供思路。
“网红兄弟”的成名，让

项目部的小伙伴很是眼馋，
大家纷纷跑来想成为下一个
视频主角，将安全知识传播
出去。 （康 倩 张 欣）

“汛情猛如
虎，南北方全面
进入主汛期，防
汛形势异常严
峻，要做足准
备，提前备好防
汛物资是防汛
工作最经济最
务实的办法。”
中铁六局物资
管理部人员反
复叮嘱各项目
部时刻紧绷防
汛这根弦。
所 谓 未 雨

绸缪，防患于未
然才能有备无
患，充足的防汛
物资储备是安
全度汛的重要
保障。物资管理
部向各子分公
司、指挥部、代
局指下发《关于

做好防洪物资信息管理统计及检查的
通知》，要求各项目切实做好防洪预案
编制、防汛物资储备落实工作。提前筹
备防汛物资、检查维修防汛设施、巡视
排查安全隐患，防汛工作“三大法宝”为
全局各项目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坚强有
力的后勤保障。
为了加强临近项目部间信息沟通 ,

物资管理部建立防汛物资信息平台，汇
总编制并下发全局 236个工程项目防汛
物资信息简报，督促各子分公司、指挥
部、代局指到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防汛物
资储备情况，传达最新防汛信息和要
求并将简单督导情况进行反馈。
目前，全局各项目共储备道碴 6.15

万吨、砂石料 12.26 万方、枕木 1.6 万
根、铁锹 8400 把、编织袋 43.74 万条、雨
具 9300 套、水泵 1200 台、电缆 8 万米、
指挥车辆 302 台、运输车辆 510 台、装
载机、挖掘机 565 台等；已完成现场机
械设备、防汛车辆、机具的维修保养工
作，全面保障抗汛时机械设备及时、高
效调运。

（李旭东 李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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