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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晓东

本报记者 高建生

陕西：新丝绸之路向西正当时

今年年初，涵盖文化、旅游、贸

易在内的经济带之“四丝”项目研

讨会在西安召开 。 自去年提出重

启丝绸之路后，这一计划进入实际

操作阶段。

值得欣喜的是， 在区域布局

中，陕西一线两带、关天经济区、

西部大开发三次经济布局正在让

汉唐丝绸之路复兴变成可能。 此

时，为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

欧亚的新丝绸之路， 同时成为中

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

甘肃提出“黄金段”，宁夏、青海提

出“战略支点”，新疆要建设“核心

区”，而作为起点，陕西更显踌躇

满志。

7 月 2 日到 5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

西部调研，一路听取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意见建议。 他表示，西北

五省区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重要依托。

此前，陕西省提出，“要把陕西

打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和

新起点。”而定位承接产业转移，大

通道、大物流、大旅游、大商务的经

济思路似乎让重建新丝绸之路的

脉络清晰起来。

毫无疑问，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非陕西莫属。 而重振汉唐，再启动丝

绸之路的发端让陕西欣喜不已，但

在一段时间内， 与西北其它四省纷

纷提出各自发展目标略有不同，作

为边角， 在这一经济带所饰演的角

色，着实让陕西踌躇。

2月，“四丝”项目研讨会在西安

召开， 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

刘玉珠、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

工商联主席冯月菊、 陕西省文化厅

厅长刘宽忍、 陕西省旅游局副局长

陈清亮、中国国际商会副主席张伟、

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 大唐西市文

化产业投资集团董事会主席吕建中

等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上述研讨会的豪华阵容让陕西

新丝绸之路桥头堡的定位逐渐清晰

起来。 但这一切来得太快，让人甚至

没有时间反应。

永济籍在西安商人王建（化名）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西北五省各自提出“战略支

点”、“核心区”等实施目标，就在他

认为新丝绸之路还停留在纸上时，

“四丝”项目启动，仅仅几个月的时

间，让他还没来得及准备。

他告诉记者，“四丝”项目包括：

“丝网”———网上丝绸之路， 融合丝

路沿线各国文化贸易的跨境电子商

务平台；“丝园”———由丝路沿线 40

多个国家馆构成的永不落幕的“丝

绸之路博览园”；“丝博”———每年举

办的丝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 经贸

新定位：“四丝”启动新丝绸之路

桥头堡：一省两个国家产业带

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

究员罗天昊认为， 先完成国内的

“西进”，再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

国务院 4 月 14 日公布日前批

准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将成为中西部地区新

的经济增长极和欠发达地区实现

一体化发展、 跨越式发展的示范

区，其中渭南为名列三省四市之中

的唯一陕西地级市。

西安本土学者认为，新丝绸之

路的崛起实际就是西部大开发的

深度延伸，此时，陕西渭南被列为

示范区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之前的

“西进”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带和

国家关中星火产业带更是早已为

新丝绸之路和西部开发做好了铺

垫。

但这个铺垫过程充满了三次

产业之间的冲突与对决。 事实上，

经过多年逐鹿，陕西三次产业比例

已日趋合理。

有数据显示，2014 年上半年，

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 7422.65 亿

元，同比增长 9.7%。 初步核算，全

省第一产业增加值 426.76 亿元，

增长 5.0%； 第二产业 4193.66 亿

元，增长 11.4%；第三产业 2802.23

亿元，增长 7.7%。

上半年，陕西省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2616.17 亿元，同比增

事实是，大通道、大物流、大旅

游、大商务的经济思路让重建新丝

绸之路的羽翼渐渐丰满起来。这背

后承接产业转移功不可没。

陕西省承接产业转移中，依靠

人才、物流成本低等优势，发挥西

安大通道、 大商务的国际化定位，

重点承接那些投资规模大、技术含

量高、 产业带动力强的大项目，更

多地把技术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

产业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

移到产业基地。 同时，以“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为重点，主动承接

国内产业转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

产业合作；拓展与台港澳地区及日

韩、 欧美等重点国家的全方位合

作。

有数据显示，2014 年一季度，

西部陕西进出口总值 449 亿元人

民币， 增长 87.2%。 其中出口 176

亿元， 增长 38.9%； 进口 273.2 亿

元，增长 1.4 倍。 外贸规模在全国

排位提前。 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

速在全国分别列第 2 位、第 4 位和

第 2 位， 进出口总值列全国第 19

位，较去年同期提高 4 位；在西部

12 省（区、市）分列第 2 位、第 4 位

和第 2 位， 总值列西部第 4 位，较

去年同期提高 2 位。 但截至 8 月，

陕西、重庆和宁夏外贸增速均达到

30%以上。 其中陕西增速提高至第

一。

上述学者认为，陕西外贸增速

提高，与大量接受东部产业密不可

分，一批技术含量高，产业带动力

强的大项目纷纷落子陕西，成为该

省的进出口外贸的强力引擎，这也

是新丝绸经济带急需的动力。这也

意味着， 作为新丝绸经济带的起

点，陕西经济是否繁荣至关重要。

新起点：承接产业转移

合作的平台“丝路国际博览会”；“丝

街”———以隋唐西市遗址为依托、丝

绸之路文化为主题、 盛唐百业为形

式、 仿古建筑为载体的国际化体验

式文化商旅街区“丝绸之路风情

街”。

王建认为，“四丝”项目的启动，

预示着新丝绸经济带即将给陕西带

来新的商机，诸如文化、旅游、贸易

等， 新丝绸之路又面临与欧亚沿线

的新的外贸关系， 西部大开发将在

新背景下发挥更大作用。

在此次研讨会中， 国家文化部

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在研讨会上

发表讲话指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文化要先行。 文化交流一方面

要利用“五通”创造的各种新机遇，

一方面必须以新的思维在新的平台

上寻找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道

路。“四丝”项目就是受到省高度重

视的一个有创新特点的大项目。 中

国国际商会副主席张伟在研讨会上

指出，发展“四丝”项目对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意义重大， 是西安

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重要举

措，中国国际商会将大力支持，并与

专家学者和企业通力合作， 确保该

项目得以最好最快的落实发展。

“四丝” 项目是一项涵盖文化、

旅游、 贸易等多方面产业的综合发

展项目， 它的启动意味着全面启动

新丝绸经济带进入倒计时。

长 13%。 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954.21 亿元，增长 13.2%。

上述学者认为，作为全国一省

拥有两个国家产业带的陕西在产

业结构调整中率先发力，为重启新

丝绸之路扫除产业格局中的不合

理布局， 同时聚集了全省 70％的

科技力量，发展和辐射带动全省发

展的重要力量和优势资源承接产

业转移。

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

研部教授刘旨贤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指出， 中国的西部和中亚地区，

是世界经济中亚崛起与欧洲富裕

之间的凹陷带。中国西部包括陕西

和中亚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同走

过丝绸之路，且经济发展速度较缓

慢，同处干旱地带、资源尤其是能

源富集区，又同是少数民族集聚较

多的地方，现在同样面临着建立丝

绸之路经济带共同的大事业。抱团

取暖，同舟共济，共同的命运和事

业把中国西部包括陕西和中亚等

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年， 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最早

就在此活动，“迁徙往来， 拔山通

道”。

如今， 华夏传人挥镐挺进子午

岭林区腹地，“披荆斩棘， 开疆拓

路”。

走在这支拓路队伍前面的，是

十五局集团七公司副总经理杨锋与

他的管理团队。

注重设计，

从源头把控掘活水

法人管项目的理念之一就是技

术入手，方案先行，经济结束。

“这就必须超前谋划， 注重设

计，做到从源头上把控，把控了源头

项目的‘七寸’，因为这是一切‘活

水’的源泉。 ”七公司副总经理杨锋

说。

黄延项目中标后， 杨锋与公司

工程部、 经管部和项目部人员对施

工方案十分注重设计。 一切做到胸

中有数。 坚持从方案预控、 成本预

控、收益预控、价格预控等方面下功

夫。

项目上场，建线建家首当其冲。

杨锋等一班人沿线反复勘查之后，

把项目部选在任家台林场办公所在

地，他的考虑是“这样不需要大量的

临建工作，可以保证第一时间上场。

而且撤场的时候不考虑复耕。 环保

成本也低”。

接下来，对项目部、试验室、梁

场、钢筋棚、便道等临建方案重点进

行详细策划。 项目部组织测量人员

对全线原地面标高进行复测， 并组

织技术、计划人员进行图纸审核，及

时将图纸疑问提交设计院要求答

疑， 根据图纸复核及设计答疑结果

编制了施工图工程量清单零号台

账， 有效地保证了图纸工程数量足

量入清单。

缜密的管理不是脱节的， 而是

环环相扣的。 之后，他们对工程进行

分解，划分了分部分项工程，编制了

隧道等七个专项施工方案。 结合项

目实际情况，对桥涵、路基、隧道施

工进行了工序分离，组建了 32 个工

班。 对关键性工序进行了责任划分，

如对水泥搅拌桩水泥用量的控制设

定了责任中心， 水泥用量按照

50kg/m 加 2%的损耗进行控制，对

低于 2%的， 按照结余水泥用量的

5%对责任中心进行奖励；对高于 2%

的，按照超用水泥用量的 5%对责任

中心进行处罚。

项目使用的 32 个工班大部分

来自于公司的工班库。“目前七公司

入库的各类工班已经达到 307 个，

符合条件的工班入库多了， 工班库

新鲜血液多了， 我们可选的余地也

就多了， 他们干活的品质也更有保

证了”。

对于公司的项目经理库、 合格

分包商汇总表、 合格劳务班组汇总

表这三库建设， 项目部计划部负责

人这样评价：“公司给我们画好红

线，筑牢了一道围墙，在规范、透明、

公平的市场内冲浪游泳， 风险小多

了。 ”按项目部的话说，就是“管理省

心了，打招呼的人也少了，利润相对

可控了。 ”

从基层管理者倾诉的心声来

看， 结合最近中国铁建开展的创效

光荣、 亏损可耻活动以及配发的评

论来看，只要管理规范了、只要激励

机制落实了、只要私心杜绝了，项目

的经济目标和信誉目标也就不难达

到了。 以前有的项目亏损，要么是管

理模式上的零利润承包， 让一些项

目管理者感到盈亏与己无关而缺乏

积极性。 要么是项目管理者的私欲

膨胀， 或者不善于听取班子成员的

意见，习惯搞一言堂，出现管理决策

失误。

管在理上，

从重点环节要效益

初次见到黄延项目的安全质量

部部长李建本是在项目控制性工

程———二郎山隧道的出口处， 当时

他正举着一把铁锹， 把被风刮得有

些歪斜的安全标示牌重新夯实。

因为这位 1978 年的铁道兵明

白，安全是施工企业生产的高压线，

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

“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安全谈

不上效益。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武宪功在项目办公会上强调。

“经济效益是永远第一，没有了安全

一切都无从谈起。 ”集团公司总经理

张喜胜在项目管理提升会上重点要

求。

以老李为首的专职安全人员是

这种安全理念最坚实的执行者。

每天早上 5 点半， 老李准时起

床， 开始拿着小本本写能想到的安

全隐患。 老李有一个专门的安全管

理文件盒， 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他

提出的安全建议。 在 6 月 9 日，老李

写道：“5 月 23 日向领导汇报八条安

全建议后，现增加 2 处重大危险源：

一是变压房设置不合理。 二是临时

用电布设不科学。 ”

在老李列举的建议中， 包括在

林区便道设立值班室， 避免闲人闲

车进入工地，杜绝安全隐患。 在富

县饮水源上游挖沉淀池处理废水

排放，保证下游县城百姓的饮水安

全。 对便道进行加固，并在紧急弯

道坡道处安装防撞墩等等达数十余

条。 “杨总很重视，我打的报告没有

一条不落实的。 ”老李说，“杨总非常

重视我们这些老兵的建议。 再说，安

全的事再小也不小， 你看我们墙上

这标语：宁为预防操碎心，不让事故

害工人。 这个标语就是我最想说的

话。 ”

他们就这样一锹一镐地夯实安

全。

质量是效益的基本要素。 试验

班在工程质量中担负及其重要的角

色。 诚如，年轻的 80 后实验室主任

雷秀英说， 黄延项目 90%的质量难

题与试验室有关，“原材料把关、混

凝土预制、实体质量的检测等等，试

验室责任重大。 拌和站拉来的原材

料， 我们每车都要检查。 预制好的

梁，我们每片都要检查。 ”

“10 个试验员有 6 个小丫头，没

想到这群丫头能把试验室搞得这么

好，水平数一数二，敬业精神数一数

二。 ” 项目经理杨锋夸起自己的手

下，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说这个试

验室是全线唯一一家没有被罚款

的，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2013 年 11 月黄延项目中标之

后，不到 1 个月时间，一个拥有精兵

强将的试验室建成了。

“我们的试验室在全线第一家

进场，第一家报送验收，也是第一家

一次性通过验收的。 建设单位很高

兴， 说全线试验室就照着我们这个

标准就行了， 并一次性奖励我们 5

万元。 ”

跟实验室密切配合的是物资

部。

项目部的物资负责人何建兵话

不多，副部长王晓洁是一个特别“能

谝” 的人， 他之前是在十天高速 39

标跑协调，硬是协调出一张“利嘴”。

杨锋说：“搞物资，就要接地气。 要跑

市场、 泡市场， 离不开嘴巴利索的

人。 ”

有着强烈的经济意识和责任意

识，是这个项目部的共性，也是两位

“老物资”的共同特点。 黄延项目部

的这次集中采购， 也是集团公司第

一次地材专项招标，有 45 家单位参

加投标。 谈到集采，他们大概估算一

下，通过集中采购，以量换价预计能

够节约 600 万元。

他们的绝招就是：勤跑市场、下

接地气, 一切以项目部利益为重、以

创效光荣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进

行充分的市场调研。

“企业受益、职工得利，让企业

被信任、让职工受尊重。 ”这是中铁

十五局集团法人管项目的最终目的

所在，而黄延项目做到了。 我们相信

他们能在继续推行“法人管项目”的

路上走得更好。

———十五局集团七公司黄延项目践行“法人管项目”理念实录

创效与创誉在这里奏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