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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科研攻关、技术创新3项，申请设备专利5个……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六横线等市政道路工程EPC项目从
2020年9月中标至今，顺利实现（预）验收，项目组克服困难，保安全、保质量、拼进度，合理划分目标与责任，科学管理，规范施工，交出了一
份优秀的“答卷”。

9月20日，由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路建”）建设的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六横线四分部明月大道二标顺利通过业主单
位竣工（预）验收，预计在国庆节前开放。

本次通过（预）验收的项目为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六横线等市政道路工程EPC项目的一部分。六横线四分部分为明月大道一标、明月
大道二标两个子项，全长7.6公里，计划工期36个月。

据悉，重庆六横线等市政道路EPC项目全面建成后将连接起重庆两江新区水土、空港、龙盛3个片区，有力提升重庆主城都市区交通互
联互通水平，进一步链接重庆、上海、四川等地科技创新资源，推动跨区域科技要素互通，搭建沪渝、成渝之间技术转移转化的桥梁，为两江
新区高质量发展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作为中交路建在重庆建设的首个主城区市政项目，在质量、安全方面全面达标的同时，项目也是中交路建助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写下
的重要一笔。

抓质量 以科研创新为保障
质量是工程施工永恒的真理。

“质量是我们工程人的生命，是公司上下每一
个人必须要保障的关键要素。”四分部项目负责人
马晓涛说：“科研攻关、技术创新则是我们的血液，
是工程质量的重要保障。”

除了常规的质量管理、监理外，中交路建两江
协同创新区项目进行了多项科研攻关和技术创新，
都与工程质量直接相关。其中，实施科研攻关、技
术创新3项，申请设备专利5个（4个已授权，1个已
受理）。

如：为降低混凝土的开裂概率，在实践研究中，
科研人员发现玄武岩纤维具有抗拉强度高、弹性模
量大、耐腐蚀性强、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优良的力
学性能和天然的相容性，使其在混凝土中合理地加
入，有助于提高玄武岩纤维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耐

久性能、高温稳定性以及动态冲击性能。加入玄武
岩纤维后的混凝土，其综合性能优于普通的钢纤维
等材料。

又如，面对传统挡土墙不够美观，材料浪费
严重等问题，技术人员创新性地使用了“装配式
生态挡墙”——即钢筋混凝土框架加带孔混凝土
方块的形式，通过特殊的梯形凹陷和凸起进行装
配咬合，让砌挡土墙如搭积木一般，在保证强度
不受影响情况下，可节省材料投用。与此同时，
带孔的混凝土块孔洞部分种上各类花卉，在盛开
的季节，就是一道靓丽的“花墙”。挡土墙孔洞
还可承担下渗水排出的任务，防止地面积水沉
降。

再如，为建设“百年工程”，项目全部路基均在
常规基础上加夯两遍，更过硬；管网的铺设则在此

基础上进行“反开挖”，采用“粗沙—碎石—厚土”的
顺序回填夯实，可大大减少管道后期被压开裂和路
基沉降带来的断裂风险。

……
为提高施工技术管理水平，实现规范化、标准

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促进技术进步，中交路建还颁
布了《中交路建施工技术管理办法》。《办法》对技术
管理体系、职责，技术策划，标准、规范，施工技术管
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指出鼓励各单位结合工
程特点进行科技研发。

“搞科研、抓技术一直是中交路建的传统，甚至
已经形成了分公司与分公司、项目部与项目部的暗
中比拼。”马晓涛说，“截至2022年，中交路建施工
工法创新201项，各类专利1041项，微创新成果66
项。”

以优质项目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铺路

保安全 以VR创新安全教育
安全，没有捷径可言。
从《推进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到《安全

管理强化年行动通知》等，安全是刻在中交路建工
程人骨子里的“印记”。

“检查安全帽和下颚带，检查手套……”在中交
路建两江协同创新区项目现场，安全教育是每个人
的“必修课”。

从施工班组的班前安全教育到安全员的日常
巡检，再到周检、月检、年检，以及特殊施工的专项
检查——如高空、桥梁、有限空间的施工作业，除有
专职安全员全过程监督外，安全员还会在作业前全
面检查施工安全用品、机器设备状态等，以彻底将
安全隐患抹除。

对于违规操作，安全员则必须要做到“零容忍”。
2022年8月20日，专职安全员在月度检查之中

发现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未佩戴防护手套进行切
割作业，要求其立即停止作业，并按要求通知班组整
改，完成后由专职安全员验收后方可继续作业。

2023年9月18日，专职安全员在现场巡视检
查中，发现1名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立即阻止其
作业，并组织全员进行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教育，强
调个人劳动防护用品在作业场所的重要性。

……
“关于安全的每一条规定、每一个要求都是血

的教训，马虎不得。”马晓涛说：“我们上班的第一件
事永远都是安全教育。”

为了强化教育效果，中交路建两江协同创新
区项目部还特设了“安全体验馆”和“VR 体验
馆”。安全体验馆注重直接教育，让工人认识和了
解每一项安全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VR体验馆
则是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进行事故教育。“让工人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体验事故，能亲身感受到事故
后果的严重，甚至是可怕。对每一个体验过的人
来说，都是震撼，更能强化大家的安全意识。”工作
人员介绍。

正是这样的严格管理和要求，中交路建两江协
同创新区项目从开工到竣工实现了“零事故”。不
仅如此，中交路建在重庆还实现了连续10余年“零
事故”。

拼进度 克服阻碍保施工
保障了施工质量，消除了安全隐患，对于马晓

涛来说，还有一项最困难的任务，那就是——进度。
“项目工程投资大，涉及面广。这是公司在重

庆主城区的首个市政项目，进度就是我们的‘军令
状’，必须按时达成。”马晓涛说。

面对新冠疫情影响，中交路建两江协同创新区
项目部组建志愿者队伍，每天检测，全场消杀，为保
障工程进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关是限电。每年用电高峰的限电，对项目
部直接的影响有限，但对相关供应商的影响却不
小。比如，预制件等非时效材料可提前采购降低对
施工进度影响，但混凝土却是有时效性的。“一是积
极协调，二是错峰使用，三是提前谋划。工程进度

没受到影响。”马晓涛说。
第三关就是重庆传统的酷暑。项目部按照既

定计划，采取“做两头、歇中间”或轮换作业，同时结
合天气情况错时上班，避开高温时点，避免日照暴
晒、疲劳作业导致中暑；给各施工队伍发放防暑药
品，施工人员随身携带防暑药物；加强工作中的轮
换休息等。

此外，项目建设还克服了诸如资金、防洪防汛、
设备故障等困难，“拼”出了建设的进度。

从2020年9月中标至今实现（预）验收，中交路
建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项目组克服困难，保安全、
保质量、拼进度，合理划分目标与责任，科学管理，
规范施工，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即将通车的明月大道

明月大道二标段下穿车行通道

明 月 大 道 下 穿 道 的 装 配 式 生 态 挡 墙明 月 大 道 下 穿 道 的 装 配 式 生 态 挡 墙

自2002年入渝至今，中交路建已累计建设大小项目60余个。秉承致
力于打造一流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价值链集成商”的理念，纵向深耕一
体化服务能力，中交路建在技术创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方面全面发
力，两江协同创新区项目交出的“答卷”仅仅是另一个开始。

据了解，中交路建目前在重庆参与建设的重要项目还有轨道交通15
号线、18号线等。

在中交路建“十四五”的发展规划中，重庆是其主要战场，助力现代化
新重庆建设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其重要发展方向。“十四五”
期间中交路建将力争实现年均复合增长率超20%的挑战目标。

“玩”数字
智慧工地赋能建设

为了强化管理施工建设过程中的各个模块，中交路建重庆两江协同创
新区项目组还引入了“智慧工地”系统，保障工地管理更规范、施工更安全、
生产更高效、质量更可靠。

具体来说，一是特种设备安全检测。比如可视化打卡实时监控安全帽
佩戴，安全帽定位芯片掌握工人位置信息，全景监控随时巡查施工流程，查
看重点危险源和关键位置信息监测等，可极大减少专职安全员的日常巡查
工作量，也能更有效保障安全施工。

二是环境检测与喷淋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后，喷淋系统可根据实时信
息智能开关，可有效解决空气扬尘等问题，同时也更节能。

三是材料信息及质量管理。每一批次的材料样本在送检前均会通过
技术人员终端扫码进行全面的技术指标等信息储存，可快速追溯检测有质
量问题的材料，进行应急响应处理。

还有诸如起重机安全监测、临边防护预警等，所有信息汇集到项目部
数据监控中心，可智能处理，也可人为干预处理，让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无
处可藏。

“‘智慧工地’系统在进度、安全、质量、管理上都给项目提供了极大的
支撑，可以说是第二个‘大脑’。”相关工作人员说。

中交路建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项目先后荣获重庆两江新区建设管理
局2022年度优秀建筑工地表彰，重庆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总站2023
年第二轮文明施工检查通报表扬等荣誉。

创未来
二十余载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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