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刘朗宇生 产 经 营2 版 2021年 1月 21日

中
铁
六
局
佛
山
地
铁
项
目

领
跑
全
线

创
誉
创
效

凝心聚力巧谈判 化解纠纷促双赢
要要要施工合同纠纷案

新年伊始，中铁六局承建的佛山地铁 3号线高村站、高北
明挖区间及所有出入口全部完工，成为佛山地铁 3号线首个
车站主体及附属结构完工的标段。
在此之前，佛山地铁项目部在全线连夺 5个第一，进度、

质量、安全等指标始终领跑全线，年度综合评比一直名列前
茅，连续三年获得佛山市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先进建设单位称
号。在这个由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广东华隧等多家
单位群雄逐鹿的竞技场上，中铁六局佛山地铁项目部成为全
场最耀眼的“黑马”。

早树形象 树好形象

工程中标后，项目部人员和设备第一时间进驻现场，由于
现场征地拆迁困难，各项工作阻力重重。
佛山地铁三号线高村站及高村明挖区间地处城市主干道

滘林上路，交通疏解压力大；林上路横穿北 镇高村主要居民
区，沿路学校、商店集中，车站上方是 10千伏的高压线，地下雨
水、污水、电信、联通、电力、给水等 29处管线纵横交错，周边环
境极为复杂，对项目施工管理和生产组织提出了更高更严的
要求。
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项目部第一时间成立征地拆迁领

导小组，主动出击，一边与相关政府部门建立联系，一边积极
协助解决征地拆迁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项目部一一攻克征拆难关，仅用 3个月

时间就完成征拆任务的 80%，成为全线首个完成交通疏解的单
位。他们一鼓作气，又用 20天完成了项目部及现场驻地建设，
率先擂响了主体施工的战鼓。
全线首个围挡全封闭的车站、第一个开始围护桩施工、第

一个开始土石方开挖……这些施工纪录均在标段内诞生。

打破常规 创新管理

项目部中很少有人干过地铁工程，面对其他标段的行家
里手，他们明白，要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突破既有条条框框，
打破常规思维。
项目部在钢筋场选址、土方开挖等问题上跳出传统模式，

大胆利用政府资源，积极开展技术创新。通过分析研判，项目
部意识到：高村站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典型的淤泥地质，工
程性质极差，同时又是盾构接收井，工期严峻，任务繁重。普通
降水无法满足施工生产需求，如果不能在来年雨季前完成土
方施工，不仅进度优势很快消失，整个项目也有可能陷入被动
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项目部主动出击，经过多番讨论、研究，邀请降水专家实地勘察，最终
采用“真空井点降水法”开展作业，加快土方开挖速度，也为施工安全提供了保障。2019年
5月，高村站主体结构顺利封底，佛山地铁 3号线重难点工程车站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大干快上 铸造精品

在佛山地铁项目部，“解决问题不过夜”是首要工作准则。即便是在“百日大干”期间，每
天也要召开总结会议，每次会议作出决定后都会明确责任，确保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业主眼中，项目部管理团队作风果敢、低调务实，从不拖泥带水，也从不放空炮。无

论开会布置工作、现场值班巡查，还是开展各类检查、组织各种培训，项目部都以问题为导
向，决不搞形式主义。所有管理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奖罚分明、实事求是，确保项目高
速运转而不“失速”、跑步推进而不“跑偏”。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项目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体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高村站及高北明挖区间成为佛山地铁三号线首个复工复
产的标段，得到了业主、监理、股份公司指挥部的一致好评。
项目部精心策划组织，坚持以主体工程为主线，落实班子成员带班包保制度，通过全

面开展“抗疫情、保增长，大干一百天”专项劳动竞赛活动和“五保一树”主题实践活动，为
项目达产满产按下“快进键”。项目施工生产捷报频传，连续 4个月获得业主“单体车站施
工进度之星奖”，获得季度生产进度优胜奖，圆满完成了以现场保市场目标，为中铁六局佛
山市场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荣誉的背后是全体参建人员的汗水和付出。在佛山地铁项目收官之年，项目全体人员

将继续乘着深化改革、创新创效的“顺风车”，继续领跑全线、创誉创效，为中铁六局树品
牌、添光彩。 （何 宇）

2018年 2月，B公司向 J 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称 A公司作
为工程发包方，在 B公司工程完工
后未能支付全部工程款，仍拖欠工
程款 7056042元，另要求 A公司返
还质保金 1078619元，并承担本案
全部仲裁费，赔偿律师费 60万元，
以上几项合计 8734661元。同年 3
月，B公司向 J仲裁委申请，通过 C
中级人民法院对 A公司银行账户冻
结资金 870万元。

A公司经调查核实，确认欠款本
金及质保金与 B公司主张一致，双
方也无其他工程质量问题等争议。

针对本案实际案情，A公司采
取了如下几项措施：

1.认真梳理案情，确定谈判基
调。经项目部初步核实，A、B公司
之间的纠纷为纯粹的债权债务纠
纷，不涉及工程质量、进度、后期维
保、索赔等争议。鉴于此，A公司本
着以和为贵的思路，主动与 B公司
沟通谈判。
经协商谈判，2018年 4月 A公

司与B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
公司分三次对所欠工程款本金及质
保金进行支付，B公司放弃仲裁费及
律师费且申请解除对 A公司账户的
冻结。
此协议的达成，基本上实现了 A

公司拉长还款期、缓解资金压力的
目的。但由于前期准备仓促，此协议
留下了一些隐患：一是协议本身并
不完善，对违约金、利息等没有明确

约定；二是协议落款只有双方代表
签字但均没有盖公章；三是 B公司
其他股东对此协议强烈反对，这为 B
公司单方面撕毁协议并追加仲裁请
求埋下了伏笔。

2.钻研合同漏洞，反击有理有力
协议达成后，B公司并没有按

照协议约定撤回对 A公司的仲裁申
请，反而向 J仲裁委递交了增加仲裁
请求申请书，向 A公司索要逾期利
息 1402835元、担保费 24390元、保
全费 5000元，合计 1432225元。
针对此突发情况，A公司立即

召开针对本案的会商会议，组织相
关部门认真研究双方签订的施工
合同条款，发现对方的诉求并不
符合合同约定以及存在发票问题
等情况，A公司完全可以向 J 仲裁
委提出反请求，请求 B公司赔偿因
如上原因给 A公司带来的损失。

3.依法合规谈判，积极寻求和解
2018年 4月底，A、B公司双方

代表进行第二次谈判，此次谈判历
经 6个多小时，A公司在合同付款
条款、质保金返还、利息条款、工期
问题、质量问题、票据问题等方面向
B公司提出了质疑和要求，并明确
向 B公司传达了本单位的立场：第
一 A公司不排斥本着以和为贵的
精神跟 B公司达成新的和解协议；
第二 A公司不惧将双方的纠纷交

由 J仲裁委仲裁；第三双方无核心
矛盾，合作空间广阔。
在分析利弊、权衡再三后，B公

司做出了重大让步，承诺撤回仲裁
申请书和增加仲裁申请书，放弃了
原和解协议外一切利息、担保费、保
全费等请求。鉴于此，A公司也相应
的承诺不再追究 B公司相关责任并
放弃提交反请求。最终，双方重新签
订了和解协议，B公司撤回全部仲裁
申请。

1.细研合同条款，找准对方软肋
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应从总体的高度和深度看问
题，绝大部分施工合同纠纷都不是
简单的欠款纠纷，必然存在诸如工
期、质量、合同条款约定等各种问
题，在处理这种纠纷时，应首先查实
纠纷的缘由在哪里，对方有没有合
同内违约和侵权的行为以及因此
给我方造成损失，并以此为谈判筹
码压低对方的期望值，合理合法维
护己方利益。

2.树立团队意识，形成整体合力
要树立团队意识，不能简单地

认为案件处理就是法律部门的事，
要充分发挥业务部门齐全、工作职
责分工明确、领导层坚强有力的团
队优势。比如本案在会商时，法律

部、工程部、财务部等部门提出的建
议和意见，对处理本案形成的合力，
最终迫使对方在种种证据和事实面
前不得不妥协。

1.全面把控，提前谋划
在处理此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时，一定要全面把控、提前
谋划，及时展开会商，认真研究案情，
搜集和发掘相关证据，梳理并适用法
律条款，摸清对方底线和真实诉求，
做好应诉或谈判的前期准备和应对
工作。

2.整合资源，群策群力
要充分发挥国企的管理和资源

优势，应对纠纷案件要群策群力，充
分发挥各业务部门的专业能力，不能
陷入单打独斗的误区，及时上下沟
通，思想一致，口径一致，形成合力。

3.提高站位，促进双赢
作为国有企业，要提高站位，增

强社会责任感，尊重客观事实，尊重
契约精神，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积
极稳妥地处理和化解纠纷矛盾。对
于债权债务纠纷，双方要寻求公平
的谈判机制达成和解，保持长期合
作共赢的关系。 （王 军）

“回去的时候再检查一下钢轨螺栓和
夹板，注意观察螺栓有没有松动现象。”1
月 11日上午，刚刚结束了日常铁路巡检
工作的维管员，又开启了返程“三折”检查
模式。
深冬时节，零下 30度的极寒天气，正

是铁路维管“三折”主要防控期，呼和公司
运营维管中心各维管段通过精检细修，严
防“三折”，确保冬季铁路行车安全。
入冬以来，运营维管中心大四、临策、

邯黄三个维管段按照车间及时成立防“三
折”重点工作小组，按月开展防“三折”应急
处置演练，让员工熟练掌握应急处理方法
和程序，增强作业人员之间的配合，全面提
高现场操作能力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
应和组织能力。

日常工作中，各段结合管内设备特点
和历年设备整治经验，集中对普轨大轨缝、
曲线、道岔、接头焊缝等薄弱地段进行拉网
式排查，并将检查结果录入问题库，按轻重
缓急逐个销号处理。作业人员严格落实探
伤作业跟班制度和探伤回放制度，建立多
道关卡，严格探伤标准，规范探伤程序，防
止漏检、少探、误判等问题发生。
刺骨的寒风中，有人单膝跪地、有人躬

背蹲着，仔细检查着重点地段和重要设备
的每一个部件，对各种问题逐一排查、逐一
破解，这已是冬日维管人员的工作常态。
截至目前，各管段共检查线路 2382公

里，发现并处理病害 2379处，确保了冬季
设备正常使用和铁路运营安全。

（郭志强）

呼和公司运营维管中心

严防“三折”保冬运安全

郑州地铁 号线起郑区间盾构隧道贯通

“越是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越要做到慎终
如始。”吊装班组长口中的关键阶段，就是无锡
锡澄运河黄石大桥右幅主桥钢管拱吊装施工。

1月 11日上午 10点，最后一节钢拱在所
有人的注视下缓慢提升，钢拱在空中灵活地调
整“姿态”，最终平稳地落放在拱肋支架上。
“左右误差加起来不超过一公分，蛮好的

……”吊装班组长兴奋地跑来报告。随着工人
完成临时焊接，测量人员进行精准测量，12时
18分准确无误固定到位，黄石大桥右幅最后
一节拱肋吊装完成，标志着跨径 128.68米的
黄石大桥系杆拱拱肋成功合龙。
项目负责人介绍，黄石大桥横跨锡澄运

河，位于无锡梁溪区广石路上，老桥通航净高
5米，无法满足大型船舶航运要求，成为锡澄
运河的通航瓶颈。
为了满足通航需要，黄石大桥改建工程被

确定为江苏省重点水运工程锡澄运河三级航
道整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黄石大桥南移
约 30米，同时跨越新老锡澄运河，按三级航道

标准升级改造，桥梁通航净高 7米，主桥桥型
为跨径 128.68米下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
桥梁所连接的广石路是城市主干道，车辆设计
时速 40 公里，桥梁宽度 40-46 米，全桥长
586.4米。
自 2019年 3月开工以来，黄石大桥改建工

程就面临着重重困难。“桥的价值在于承载，人
的价值在于担当。”在这样的信念和坚持下，项
目部克服了前期征地拆迁、水陆交通协调组织
等困难，又经受住了几次寒潮和汛情的考验。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打乱了工
程建设的节奏。复工复产后，项目部倒排工期，
追赶进度。“我们可以等、可以慢，但是船不能
等、运输不能慢。”在确保安全、质量、环保与文
明施工的前提下，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最终在
计划时间内实现主桥钢管拱合龙。
改造后的新黄石大桥桥梁通航净空将满

足三级航道要求，能保障千吨级船舶通航，也
将切实改善无锡北塘地区城市主干道路通行
环境。 （刘 栋 /文 袁正月 /摄）

无锡锡澄运河黄石大桥
右幅主桥钢管拱合龙

1月 15日，天津公司承建的 LXB供水二期
工程进行最后的洞口封堵、营区复垦施工。该工程
已于 2020年 12月 30日完成通水，汩汩清水被
送至辽西北地区 5市，辽西北地区喜迎优质水源。
天津公司负责施工的朝阳供水施工一标

段，是辽西北二期工程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工程
主体为有压、长大深埋引水隧洞，主洞全长 12.26
千米，埋深 202至 348米。主洞段共布设支洞和
斜井 5条，最大坡度达 36.8%。
建设过程中，项目部克服了大坡度斜井运

输、小断面独头掘进、突发不良地质灾害等施
工困难，解决了突水坍塌、瓦斯喷出燃烧、高瓦
斯洞段开挖、圆形衬砌质量通病等问题，确保
主体如期完工。

面对疫情、节点工期提前等突发状况，项
目部迅速决策、重新调整施工组织，采取节点
工期倒排、细化目标任务等方式加快施工，单
工作面月施工衬砌长度 276米，连续 5个月单
月施工衬砌长度达到 200米以上，节点工期目
标得以提前兑现。
针对工程安全风险高的特点，项目部抓好

“回头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专业人员对
机械车辆进行检查，进一步强化安全质量管
理、加强规范标准施工，实现了质量“零缺陷”、
安全“零事故”的目标。

LXB供水二期工程的顺利通水，解决了
辽西北地区缺水状况，使水生态环境得到
改善。 （马陆民）

LXB 供水二期工程顺利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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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凌晨，山西
太原气温骤降至零下 25
度。太原公司顶桥项目部
建设者经受严寒考验，圆
满完成了九院沙河道路快
速化改造综合治理工程
2-15米框构桥顶进任务。
元月以来，全国遭遇

大范围寒潮，山西太原气
温降到近 30年来最低值。
在顶桥施工工地，刺骨的
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
般，线路组人员不时查看
设备，尽管此前已经对高
压油泵、千斤顶和顶铁进
行了全面检查，但是每一
次顶进都得小心翼翼，不
能出任何差池。
“以前从没有在这么

冷的天气里作业，我们必
须随时观察现场情况，不
然大家之前的努力就白费
了。”线路组贾晋亭哈了哈
手，迅速组织劳务人员，调
配装载机、挖机、吊车等机
械设备继续顶进施工。短
进尺、快开挖、勤顶进，严
控挖方数量，框构桥不断
向前推进。
“注意观察顶镐位

置！”线路组的上方，观测人
员的视线紧紧锁定框构桥
的位移，随时记录下框构桥
变化情况，并计算着下一次
顶进的关键指标。在大家近
乎较真的盯控下，框构桥的
中线偏差和水平偏差均控
制在有效范围，圆满地完
成了顶进作业。
该框构桥是九院沙河

道路快速化改造综合治理
的控制性工程，桥体呈
“品”字型结构，与官地矿铁路线交叉，下
层为九院沙河道路排洪通道，中间为市政
道路，框架顶为官地矿铁路专用线。
该工程建成后，将作为太原市八河治

理环境规划中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解决西山地区污水排放问题，对于完
善西山地区排水系统，建设锦绣太原城具
有重要意义。 （宫 昊 闫文飞）

1月 18日，郑州地铁 10号线施工现场，
“中原 1022号”盾构机在轰鸣和欢呼声中顺
利到达起点端头接收井，标志着交通分公司
承建的郑州地铁 10号线起点至郑州西站区
间（起郑区间）贯通。
我局承建的郑州地铁 10号线 06标段线

路全长 7585.39米，包括三个地铁车站和两
个盾构区间，采用两台盾构机分别施工。此
次洞通的起郑区间是标段内最后贯通的区
间，该区间施工历时 129天，左右双线安全掘
进 4431.17米，月平均掘进速度达到 513米。
在起郑区间施工过程中，项目部努力克

服疫情影响，坚持疫情防控与施工生产两手

抓，在全线率先复产复工。建设过程中，项目
部应用“盾构施工 1573管理法则”，严密监控
量测，减少地面、管线及周边建筑物的沉降，
克服了粉质粘土施工、地下管线复杂、路面车
流量大等诸多施工不利因素。
项目部建立了郑州西站智慧化管理中

心，通过数据集成管理云平台，实现了施工
进度与成本管理、环境监测、劳务管理实名
制、质量安全管理、设备管理全流程的信息
化和可视化，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全过程的

管控能力。
据悉，郑州市“十四五”总体规划提出，要

实现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700公里，打造
成为“轨道上的都市”。中铁六局积极投身郑
州轨道交通建设，先后参建了 5、4和 10号线
等地铁线路，为郑州城市发展助力提速。
郑州地铁 10号线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

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无人驾驶也将成为郑州地铁的新名片。

（王占浩）

（上接第一版）
韩凤凯在结业致辞中对中国人民大

学商学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全体
学员顺利结业表示祝贺，并提出要求和
希望：百日培训不是结束，是思维革新
启发后的开始，是带着企业期望开创未
来的起航，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
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
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
动担当作为，保持对企业的责任心、对职
工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真正做到
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
为、清正廉洁。
结业典礼上，校企领导为全体学员颁

发了结业证书，表彰了 7名获得班级贡献

奖的班委。校方领导为集团公司人力资源
部颁发了人大商学院 EE项目“2020年度
最佳人才教育奖”奖牌。学员代表加青双、
陈磊分享了 3个月以来的学习体会和收获
感悟。
本次培训于 2020年 10月 19日开始，

历时 3个月。集团公司党委通过层层筛选、
优中选优，选拔了 6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中
国人民大学参加培训。这是集团公司历史
上学员选拔标准最严、脱产培训时间最长、
师资力量配置最强、课程设置最丰富的一
次培训，开创了年轻干部培养的新模式。
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党委办公室负责

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学管理团队及本
期研修班 60名年轻干部参加结业典礼。

（倪 思）

韦国出席中铁六局 2020年优秀年轻干部
研修班结业典礼并为学员上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