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难而上，再铸精品奇迹
——中建八局广渠路东延攻克“首都第一难”项目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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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6日，文麻高速项目
大法郎隧道进口左洞掘进801米，
进口右洞掘进764.8米，出口左洞
掘进1255米，出口右洞掘进1181
米，单洞累计完成4001.8米，完成
总占比为59.1%，标志着文麻高速
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法郎
特长公路隧道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为后续隧道贯通打下良好基础。

文麻高速公路大法郎隧道位
于云南省文山州境内，全长3.39
千米，为分离式单向两车道公路
隧道，也是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承建的首条特长公路隧
道。该隧道采用双端同时掘进，
主要以V级围岩为主，不良地质

占比较高，主要穿越松散堆积体、
富水破碎带及灰岩岩溶等复杂地
质，施工过程中掌子面溜塌、突水
突涌泥、冒顶坍塌、初支大变形侵
限等破坏险情频发，前期施工难
度巨大、施工进度缓慢、施工风险
极高。

“大法郎隧道围岩变化比‘变
脸’还快，特别是在遇到水的情况
下，泥质页岩软化成黑泥，不仅没
有承载能力，反而成了初支的负
担！”项目总工林玉刚表示，前期
每步进尺都异常艰难，在大法郎
隧道施工过程中，至少有半年的
时间都在探索和尝试如何控制软
岩大变形。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主要由
于项目部缺乏针对这种隧道的施

工经验，刚进洞时日进尺几十公
分，有时候压根没有进尺，施工进
度确实不尽如人意，现场也有员
工打了退堂鼓。”大法郎隧道生产
副经理刘国庆忧心忡忡地说。

面对工期进度和安全生产压
力，项目经理沈学军并没有丝毫懈
怠和退却，而是化挫折为动力，转
变工作思路，多次组织现场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内外部交流，创
新性地提出了“下沉式”管理模式，
即“项目总工当工程部长用，工程
部长当技术员用……一级一级的
转变，确保人人担责任，事事有人
盯，件件能落实”。沈学军回忆道，
刚开始只是想尝试下，没想到收
获意外惊喜！同时，在项目经理
和总工带领下成立了技术攻关小

组，长期驻扎现场，划分24小时责
任区和责任时间段，通过不断尝
试与总结，摸索出适合该隧道的
施工工法——三台阶临时仰拱法，
并结合围岩变形规律提出针对不
同施工阶段的分级控制基准和控
制技术措施，变“被动控制”为“主
动加固”，提高了围岩自承能力，进
一步控制了围岩变形的发展。

此外，项目部立足产研结合，
推动一系列新工艺、新设备、新技
术等创新成果在项目上的转化运
用，如：多种综合超前地质预报技
术、围岩变形及力学测试、围岩注
浆自动记录仪应用技术等等，为

“动态设计、动态施工”提供指导，
有效地降低了软岩隧道施工风
险；现场充分运用隧道施工管理

“五大系统”等信息化技术，严格
按照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组织施
工生产，并制定了标准化施工实
施清单与手册。同时，严格按照

“三检制”制度，严守施工底线及
安全红线，重点把控每个施工工
序中的质量控制关键点，做到质
量与安全双重管控。

经过2年多的摸爬滚打，800
多个日日夜夜奋战，目前大法郎
隧道施工稳步推进，突破4000米
大关，为文麻高速项目全线在
2021年 7月通车打下良好基础。
建设者们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的前提下促进度，为打通云南省
面向东南亚、联系两洋国际大通
道，促进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奋战800天：
文麻高速大法郎隧道施工突破4000米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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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渠路项目效果图

北运河二期主体顺利完成

中国石化泉州石油
“线上线下”相结合 助力攻坚创效

福建泉州石油结合“五进”活动深入社区、商超、企事
业及政府机关等拓展社群营销，大力发展非油团购业务；
创新“互联网+商业模式”，试水直播带货给客户带来全新
体验；完善线上限时优惠平台营销功能，不定期推出爆款
商品。同时建立客户群，在微信群及朋友圈及时发布优惠
信息、通过微信、电话线上下单，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坚决
夺取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双胜利”，为地方经济复工“加
油”助力。 （官晓燕）

山东石油东营公司
多举措践行绿色环保、节能优先

今年以来，中国石化山东石油东营公司围绕“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主题活动，在加油站网点建设、内部改扩建项目
施工中，广泛采用安全智能用电管理、免水冲环保细菌厕所、
光伏发电试点及太阳能+空气热源泵供暖制冷等项目工艺及
设备。在网点项目建设与使用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央企责
任，前期准备充分、现场调研详实、方案制定可行、具体实施到
位、周期总结分析完善、项目落实有成效，真正做到了改进和
发展绿色技术、生产建设与资源节约相结合。 (于明李珍芝）

中煤新集楚源公司
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近日，中煤新集楚源公司组织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活
动。活动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题，旨在推动干部
职工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行动，共建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中国。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职工们普及环保知
识，让职工反思生活中存在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不良现
象，通过宣读《环保倡议书》，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从
身边小事做起，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减少使
用塑料袋，不乱扔垃圾，减少环境污染。 （周喆邱殿革）

前方是坦途，路下有乾坤。
上面是车水马龙，下方是整齐排
布的管线，再往下是各行其道、呼
啸而过的车流，这样的场景是不
是很科幻？在中建八一的全力建
设下，这样的场景很快就会变成
现实。近日，北京首个以大规模
明挖方式下穿河道的广渠路东延
项目北运河节点一期主体结构完
工，迎来首个重要节点胜利，再创
中建八一“奇迹”。

2020年 5月 28日下午，经过
项目全体人员的不懈努力，广渠
路东延下穿北运河隧道工程顺利
完工，比预定工期提前两天！作
为“首都第一难”的项目，其长达
220米的地下隧道下穿北运河，此
隧道也成为北京市最长的穿河隧
道。项目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终
于不负众望完成任务。

广渠路东延道路工程地处北
京通州区，是北京中心城与城市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重要联系
通道，规划为地面、地下道路、综
合管廊复合城市干道，通过将地
面立体交通转为地下立体交通，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体现现代集
约化概念。其中地下部分下穿北
运河，是北京市首个以大规模明
挖方式下穿河道的项目，整个地
下部分分为两层，下层是通车隧

道，上层是市政综合管廊，项目现
场地质条件十分复杂。

广渠路东延下穿北运河节点
工程是该项目最为关键也是最困
难的节点，其顺利完工为项目按
期通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
下穿北运河仅能采用两期围堰于
非汛期施工，每期施工时间仅为
175天，在此期间项目需完成土石
栈桥6万方，清淤7.2万方，地连墙
162 幅，土方 19.6 万方，钢支撑
6848 吨（374 根），主体结构钢筋
8626吨，混凝土49396方，工期极
为紧张。二、基坑较深，环境敏
感。基坑施工地质条件为富水厚
砂，基坑开挖宽度最宽33.5米，最
深26米，部分地段开挖即泛水，施
工区域紧邻运通桥，连锁反应较
大。三、场地狭小，环保严格。

受施工区域影响，施工区域

面积有限，土方开挖量大，极易形
成扬尘，三个月内第三方例行执
法检查上百次。四、疫情影响，严
防严控。今年上半年爆发新型冠
状病毒，国内采取封闭隔离等措
施，对原本就困难重重的项目，又
增加了一道坎。

面对重重困难，项目人员没有
畏怯，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迎难而
上。一、推陈出新，不断改进施工
方案。面对繁杂的施工内容，项目
人员充分考虑重重要素，尽可能减
少交叉施工，避免施工冲突，同时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项目人员舍弃
假期，两次春节期间连续施工。
二、专家论证，不断降低施工风
险。项目人员积极联系相关专家，
专家也为项目排忧解难，仅深基坑
施工方案就论证五次。三、严格布
局，合理安排施工场地。项目人员

在施工过程中不断进行场地功能
区域动态划分，减少二次搬运，缩
短进度的同时符合安全以及环保
要求。四、狠抓防疫，推动项目复
工复产。疫情期间，项目部在施工
现场、生活区、食堂等区域实施封
闭管理和封闭运行，安排专车接送
工人出入工地，每日对工人进行体
温检测，并引入热成像人体测温
仪，进一步把控疫情影响。

作为重点项目，环保要求更
高。施工现场距离北京城市副中
心——市级行政中心约2公里，且
位于北运河河道内，对绿色施工、
环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项目部
专门成立绿色施工小组，从源头抓
起，重点防控三类污染。一是防控
水污染，设置雨水收集系统，通过
三级沉淀循环使用，转孔泥浆通过
泥沙分离机实现重复利用，实现零

排放。二是防控垃圾污染，设置固
废垃圾站，定期清理河道范围内垃
圾。三是防控扬尘污染，设置环场
和环基自动喷淋系统，采用洗扫一
体车维持场内清洁。

施工期间，各级领导较为重视
项目的施工情况。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中建集团
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马泽平，通州
区委书记曾赞荣分别到北京广渠
路东延5#标段项目现场调研工程
施工情况，对项目施工进展、现场
组织及疫情防控工作高度肯定，并
要求项目人员再接再厉，以建设优
良工程展现城市副中心形象。

北运河节点的顺利完工，为
项目全线施工进度提供了保障。
项目全体成员将以此为契机，充
分发挥铁军精神，再接再厉，建精
品工程，创八一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