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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筑建座座高桥
——记中交一公局沿德高速公路一、二标项目经理郑伟

王策高云

郑伟在任职湖北保宜高速一标

项目经理期间，通过合理利用当地材

料资源降低施工成本：项目进场后发

现黄砂价格较高，经过市场分析、经

济比较、广泛咨询和深入调查，决定

借鉴湖北沪蓉西高速公路机制砂替

代黄砂的经验，将沮河砂石加工成工

程用砂，此项举措为项目大大降低材

料成本。利用机制砂替代黄砂，解决

了砂源不足和河砂运输成本高等问

题。经测算，机制砂替代黄砂每立方

米可节约成本约68元，仅此一项材料

变更可为项目节约成本约700万元。

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材料消耗：在

T梁预制施工中，图纸设计工作长度

70厘米左右，通过与设备厂家联系，

对千斤顶进行技术改造，缩短工作锚

与工具锚的间距，将钢绞线的工作长

度缩短到30厘米，节约了钢绞线长

度，此项技改为项目节约成本约30万

元。通过技术改造、方案调整降低施

工成本：保宜项目超过40米高墩有

56个，最高的空心墩约70米，根据招

标文件及业主要求，高于40米墩台施

工需要用电梯，以确保施工人员的上

下安全，项目部初步测算，高墩施工

完成电梯费用至少需要200万元。

经过与业主沟通，查阅相关资料

后，项目部决定自行制作简易爬梯，

最终项目部制作的“之字形”简易爬

梯，通过业主组织的相关专家和单位

的论证及检测，指挥部向全线其他标

段推广使用。“之字形”爬梯不仅能满

足施工安全需要，且易拆卸、拼装，可

周转使用。项目高墩施工完成后，项

目部全部爬梯均出售给了开工较晚

的保宜襄阳段。此项可为项目节约

成本约200万元。

从事建筑行业二十余年来，他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踏踏实实做

人，勤勤恳恳做事”，一步步从基层走

来，他在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不寻常的

事情，为社会、为公司交上了一份满

意的答卷。

1993 年，郑伟开启了他交通建

筑行业生涯，如今已20多年。郑伟

毕业于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公路

与桥梁专业，毕业后工作于公路一

局。先后在宁连高速、扬州大桥、临

红路、宿淮三标、浙江申嘉湖高速公

路、哈大高铁、广西南钦铁路、湖北

保宜高速、贵州沿德高速项目工

作。先后多次被中交一公局及公司

评为“优秀项目经理”，任职湖北保

宜高速公路土建一标项目经理期间

获湖北省交通厅“十佳项目经理”称

号，任职沿德高速公路一、二项目经

理期间获得贵州省总工会颁发的

“五一劳动奖章”。

任职项目经理期间，他通过项

目前期策划、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

织设计动态调整、优化关键线路控

制性工程的施工方案等手段，使各

项施工任务均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在参建的南钦铁路项目中，小董江

特大桥难度最大、工期最紧，通过优

化施工组织设计、强化溶洞桩变更

处理、有效避开汛期施工等举措，按

期高质完成小董江特大桥施工。且

小董江特大桥及南蛇洞大桥被南钦

建设指挥部评为样板工程，创造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担任保宜高

速、沿德高速项目经理期间，他通过

统筹运作、合理变更和设备技改，走

出了一条智慧经营之路，取得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

在任职沿德高速项目经理期

间，郑伟通过前期市场调查发现当

地砂石料价格较高而且供货量很

难满足施工需求，项目通过论证、

试验、队伍谈判等自建三个碎石

场，解决了材料供应不足及价格偏

高问题。沿德一标项目设计混凝

土约 20 万立方米，所需砂石料约

23.3 万立方米。地方采购价格 90

元/方，通过利用爆破石方弃渣进

行碎石、机制砂加工，价格为40元/

立方米，为项目节省成本约1200万

元，同时减少弃土场征地费用40余

万元。

在 20 余年的

工作中哪里

是生产一线，哪里

就 会 出 现 他 的 身

影，为施工组织设

计 优 化 而 精 心 雕

琢，为关键线路控

制性工程的施工生

产而通宵达旦，为

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节能环保而精打细

算。

他就是中交一

公局桥隧工程有限

公司沿德高速公路

第一合同项目经理

部、第二合同项目

经理部、路面第一

合同项目经理部项

目经理郑伟。

技术创新 提效降本

运筹帷幄 智慧经营

“十三五”期间，中国石化计

划投资 2000 亿元，优化升级打造

四个世界级炼化基地，镇海基地

是四大基地之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镇海炼

化将加快公司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为建设绿色石化基地撸起袖

子加油干。一方面，通过实施炼

油老区结构调整提质升级、油品

质量升级、油气管线隐患治理、储

运系统提升、公用工程提升等“六

大项目群”，全面提升炼油老区实

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基地

化建设水平和实力，使炼油化工

规模和技术水平持续提升，持续

打造绿色石化基地，跻身世界前

列。

实现最初投资511倍
镇海炼化是中国石化旗下标

杆企业，目前拥有2300万吨/年炼

油、100 万吨/年乙烯生产能力。

100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在2011

年、2013年、2015年所罗门绩效评

价中连续 3 年位列全球第一群

组，国内仅此一家；炼油竞争力自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位居亚太

地区炼厂第一群组。创业 42 年

来，公司累计实现利税超 2400 亿

元，是国家最初投资的 511 倍，相

当于10个今天的镇海炼化。

镇海炼化注重从源头开始，

选择先进的设计理念、清洁生产

工艺和综合利用技术来组织生产

过程，构建了以“高利用型内部产

业链”、“废弃物零排放”为基本构

架的内部循环经济模式，走出了

一条“代价小、效益好、低排放、可

持续”的发展道路。

从 2012 年开始，镇海炼化根

据中国石化开展“碧水蓝天”环保

治理行动的统一部署，在 3 年内

投资9.2亿元以上建设脱硫脱硝、

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等 20 余个环

保治理项目。到“十二五”末，公

司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比 2012 年分别减排了约 80%和

50%。镇海炼化拥有世界先进的

回收率达 99.95%的硫磺回收装

置，实现了原油资源的深度加工

和高效利用。

2016 年以来，公司又启动了

新一轮的环保提标改造工作，投

入约 10 亿元，对硫磺尾气、加热

炉烟气等进行提标改造、对电站

锅炉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对罐区

和轻质油品装卸进行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提升治理、对炼油污水处

理场进行异地改造等，预计到

2018 年，挥发性有机物减排率将

达到 30%，环保综合水平进一步

提升。

目前镇海炼化运行的三套电

站均采用循环流化床（CFB）锅

炉，早在 2014 年 6 月底就全部实

现了脱硫塔一炉一塔配置和炉内

脱硝，达到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中重点地方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炉内炉

外综合脱硫率达到 98%以上，脱

硝率达到 60%以上。2017 年 3 月

8 日，经浙江环境监测工程有限

公司测定，镇海炼化首台锅炉超

低排放改造烟尘排放浓度达标。

公司正紧锣密鼓实施其余 8 台

CFB 锅炉的停炉改造，在今年年

底全部完成。

推动产品质量
与国际接轨
镇海炼化坚持奉献清洁能

源，始终信守“每一滴油都是承

诺”的质量追求，主动引领消费

潮流，推动产品质量与国际接

轨。

经多轮论证和评估，镇海炼

化对现有炼油重油加工结构进行

升级改造，炼油老区结构调整提

质升级项目基础设计已获正式批

复，目前正在抓紧工程招标、详细

设计和物资订货等工作，计划 3

月底开始桩基施工，2018 年全面

建成投产。

炼油老区结构调整改造项目

主要包括新建沸腾床渣油加氢、硫

磺污水汽提、Ⅱ催化扩能改造以及

相关的系统配套等内容。届时，在

原油加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焦炭产量下降40万吨/年，轻油总

量增加90万吨/年，轻油收率可上

升 4 个百分点。油品质量全部满

足国家和地方最新标准，经济效益

和安全环保水平上升到新的台阶，

实现炼油流程的充分优化和公司

整体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为让社会有油用、用好油，

镇海炼化是国内最早实现汽柴

油质量升级、最早向市场供应

98#汽油和城市低硫柴油的企业

之一。2014 年，汽油质量全面升

级到国五标准。2015 年 3 月 21

日，公司以餐饮废油、棕榈油生

产的“中国石化1号”生物航煤在

国内第一家成功用于载人商业

飞行。2015年10月份，公司车用

汽、柴油全面升级国五标准，油

品中的硫含量大幅降低。2017

年 1 月，第七套柴油加氢建成中

交，3 月底投料开工后，将全面满

足国家对柴油产品质量升级的

要求，提高生产运行的灵活性。

根据成品油质量升级进程，2017

年 1 月 1 日，镇海炼化全面实施

国五排放标准。确保在 2018 年

底，汽、柴油生产能力全部达到

国六标准。

镇海炼化：打造绿色石化的排头兵
本报记者 蔡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