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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矗立于重庆东南部的巴蜀名山金佛
山，伟岸雄奇，古老神秘，有着无数宏大美丽
的自然奇观，具有超乎寻常的自然美。

1227年，金佛山以“九递山”为名首次载
入南宋巨著《舆地纪胜》，“在隆化县东六十五
里，高广不知其几里。遇晴霁则祥云覆其上，
绝壁如银色，人视其色之昏明以候晴雨……”
自此，“九递山”作为巴蜀名山，载入华夏文
献。1606年，在明《万历重庆府志》里，认为
南川最为壮观的景观——九递山与之最高山
同出一脉，始称为金佛山。清《南川县志》道
出了名字的由来：“金山四面峭壁如铸，多古
佛状，夏秋间日返照，烂若赤城，真大观也。”
在落日斜辉映照下，云端之上的金佛山如一
尊巨型卧佛金碧辉煌，金佛山由此得名。

据记载，自清朝末年起，外国人多次造访
金佛山。1881年英国外交官庄延龄成为第
一位到访金佛山的外国人；1893年，英国传
教士梅益盛等4人成为首批登顶金佛山的外
国人；19世纪末，奥地利生物工作者罗斯·特
恩在金佛山采集了植物标本2400余种，于
1900—1901 年连续发表植物新种 200 多
个。这些为金佛山留下宝贵的文字记录的外
国人，使得偏远的金佛山成为中国西部少有
的、在清末便走向世界的名山。

1936年，南川籍留美农学学士刘雨若回
到南川后，把开发金佛山作为人生使命。他
组织中国地质学家常隆庆等专家全方位挖掘
金佛山资源价值，为金佛山的旅游开发利用
奠定了基础。

1999年，金佛山凭借其生物多样性被列

入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预备清单。2014年，它
又以“典型的喀斯特台原、古老的高海拔洞穴
系统、多彩的地表喀斯特景观、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悠久的熬硝历史文化”等不可或缺的喀
斯特特征，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开启
了走向世界的新篇章。

金佛山不仅因落日熔金、佛影煌煌的奇
景得名，更以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出的无数
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而闻名。

牵牛坪的巨型绝壁在斜日反照下，形似
金龟，绝壁上有燕子洞、绝壁栈道。金龟朝阳
自然天成，非常独特壮观。

古佛洞起源古老、规模宏大，是地下水形
成的大型高海拔地下河水平洞穴，据探测，洞
穴沉积物早于380万年，位于海拔1800米以
上。而位于药池坝南约1000米处的生态石

林，形成年代同样久远，是中国南方高海拔喀
斯特石林的代表。

金佛山的洞穴沉积物含有丰富的硫酸盐
和硝酸盐，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采硝工
场之一。金佛洞的熬硝历史可追溯到700多
年前，洞内的熬硝遗址保存完好，为中国火药
制造及早期化学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

金佛山不仅钟灵毓秀，人文底蕴亦十分
深厚。历史悠久的金佛寺始建于唐代，盛于
明朝。明末，破山禅法传承者敏树如相禅师
在金佛山传法，写下《游南川金佛山》：“古佛
当年应迹来，南川瑞霭曙光开。奇峰一带冲
霄汉，锦水千寻涌翠堆。”

金佛山先后获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国家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等多项荣誉。
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用五彩华章吟

颂金佛山的伟岸和雄奇。泛黄的档案如同穿
越时空的信使，见证了金佛山亿万年的沧桑
演变和历史变迁，带着我们跨越时空，去体味
金佛山的诗与远方。

通讯员 胡雪岚 记者 杨铌紫 编写
（南川区档案馆提供支持）

世遗金佛 万象奇观——南川金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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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即将过半，发展时不我待。全
市上下抓项目、促投资，赛马比拼、你追我
赶。在重点项目建设一线，一个个战斗堡垒
在此扎根，一名名党员先锋挺膺担当，以党
建为引领，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质效，保
障着重大项目顺利推进——

红色“火车头”输出澎湃动能
“置身重点项目建设一线，鲜红党旗下凝聚的攻坚力量令人动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6月13日，在万州区的中铁十
一局西渝高铁十五标项目四方山隧
道深处，巨大的机械臂灵活挥舞，将
一段银灰色的拱架精准托举，稳稳
嵌入岩壁。

“咔嗒！”随着铰接装置清脆咬
合，这一耗时约一个半小时的紧张
施工终于告一段落。党员突击队员
神色从容，项目总工程师甘宇的嘴
角扬起：“以前十二三个人汗流浃背
抬着铁家伙至少干4小时，现在效
率高多了！”

置身重点项目一线，鲜红党旗
下凝聚的攻坚力量令人动容。这抹
“红”绝非抽象符号，而是化为破题
闯关的硬核引擎——

党员攻关组让笨重的隧道拱架
“折叠重生”，安装效率大幅跃升；以
“水帘洞”智控扬尘，在居民区旁完
成“大脑手术式”精密施工；面对复
杂地质，用创新工艺为工程进度按
下“加速键”……

党旗所向，集结的是智慧，激
发的是担当，沉淀的是民心。“党
建+”融入钢筋水泥的一刻，重大
项目便有了破浪前行的澎湃动
能——这抹“红”，是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最坚实的底色。

南宋《舆地纪胜》所载九递山。
（南川区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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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渝高铁万州段四方山隧道

联合攻关“啃”下硬骨头
大幅缩短工时保障安全

中铁十一局西渝高铁十五标项目承担着
36.9公里“六隧八桥七路基”的建设任务，线路
不算长，但桥隧特别密集，重难点工程如同“硬
骨头”横亘在建设者面前。

2023年3月，项目建设一经启动就立即
成立了党支部，施工线上的30名共产党员成
为攻坚核心。围绕创建“共产党员示范工程”，
该党支部明确7项主要职责、42项具体任务，
每月开支委会谋划推进，每两月开党员大会共
评共议，不断细化实化工作颗粒度。“必须始终
把党旗插在施工技术革命的最前沿！”党支部
副书记邓豪话语铿锵。

他们瞄准“无人工地示范与应用”这一国
家课题，与建设单位、高校、精细爆破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单位深度合作，以党建联建为纽带，
进行联合科研立项攻关，隧道掌子面单拱架快
速安装技术由此诞生。

甘宇介绍，以往单拱架安装，一节节笨重
钢构件需十余人肩扛手抬4个多小时，进洞后
再拼起来，危险又低效。

甘宇带着党员领衔攻关，他们引进安装台
车，采用机械化方法安装单拱架，并在单拱架
接头处增加了铰接装置，这个装置有一个可旋
转的齿轮与单向月牙卡，使得拱架可以在洞外
拼装好，还能折叠起来，方便运输至洞内。然
后再用台车的机械臂将拱架举升安装。而拱
架可重复使用，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

甘宇说，这种铰接方式在西渝高铁建设中
首次使用，可让施工人员的作业强度变低、安
全性和效率提高，这是“党建+科技创新”结出
的硬核果实。去年，这项安装技术申请了发明
专利。

安全同样被纳入了红色网格。该党支部
推行“党员安全责任区”网格化管理，将安全责
任细化至每一名党员。今年一季度的党员大
会上，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了项目20个党员责任
区划分的决定，项目和管组两级30名党员和技
术骨干下沉一线，大家在一起吃、一起干。

项目安全总监黄冲的“责任田”在六分部，
主要负责三合寨隧道、石堰村跨银百特大桥等

工程。每天，他都会穿梭在施工现场，仔细检
查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

一次巡查中，黄冲发现电焊工人在焊接时
没有佩戴护目镜。他立即上前制止，对其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告知他不佩戴护目镜可能引发
的严重后果。“看到党员技术骨干在施工现场，
我们心里更踏实了！”工友小黎感慨地说。

目前，四方山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进行
施工，预计明年9月贯通，全线控制性工程、最
长隧道铁峰山隧道已安全掘进超8000米，十
五标项目已完成总投资的45%。

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工程疏港复线隧道

隧道里“动手术”
攻克降尘、降噪、降温难题

6月4日，一束光线从进口端射入隧道开
挖面，隧道内随即响起热烈掌声。由重庆城投
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投资、重庆城建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渝长高速复线连
接道工程疏港复线隧道左线顺利贯通。

这一关键节点的打通，离不开一支党员突
击队的不懈努力。

全长1350米的疏港复线隧道位于果园港
北侧，与原有福港隧道平行，为平面曲线小净
距双线隧道。该隧道施工环境极为复杂，进出
口段覆盖层薄、埋深浅，周围是居民区、民政设
施和轨道交通项目，安全施工面临巨大挑战。

“不允许爆破施工，我们就采用机械开
挖。”党员突击队队长、重庆城投基础设施建设
有限公司渝长一标项目负责人程瑞说，在这里
开挖隧道就像是在大脑里做手术，开挖坑道的
工作还面临着降尘、降噪、降温三大难题。

“隧道里扬尘过大，怎样从源头上控制？”
2023年9月，队员们一起讨论施工方案，决定
对掘进设备进行改造。

他们先是设计了一个喷淋系统安装在设
备上，但喷淋覆盖的范围较小，扬尘控制未达
到预期效果。于是，大家连夜修改设计方案，
调整喷淋系统参数，最后喷出来的水就像大雾
一样，水珠能覆盖到更广的区域。

与此同时，突击队队员、项目技术副总工
李帆创新提出在离开挖面100米左右的地方
增加水幕，即沿着隧道顶部的轮廓安装一圈高
压喷头，每隔三五十米就设置一圈喷头，就像
一道道“水帘洞”，这看似穿越的场景，让扬尘
控制效果大幅提升。

去年4月，队员们发现原来采用的常规压
入式通风设备噪音大、能耗高，通风效果不理
想，天气一旦热起来，掘进设备的温度很容易
过高。在考察学习其他项目时，程瑞看到有单
位使用变频技术，便大胆决定引进新型变频通
风设备，根据隧道工况需要，动态调整送风量，
从而实现节能增效。

有了这些科技设备的加持，开挖坑道的作
业面环境温度降到了33—34℃，隧道的能见
度也明显增强。

施工中，考虑到浅埋隧道开挖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队员们主动优化施工工序，严格控制
开挖时间段，将干扰降到最低。他们还上门向
居民耐心解释，争取理解支持。

突击队还组织作业班组开展以掘进、防
水、钢筋安装、混凝土浇筑等作业内容的劳动
技能竞赛，激发施工团队创新创造创效的活
力，为保证隧道提前贯通发挥了积极作用。

程瑞表示，隧道左线的贯通为后续安装、
装饰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接下来，党员突击
队将发挥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启动右线隧道
施工，保质保量完成主线桥剩余工程。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

为孔洞穿上“复合铠甲”
克服施工地质缺陷

6月11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
装备和物流产业园（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
在专家公寓A区，工人正进行地下室底板地
梁的钢筋绑扎施工。另一头的科创中心，工人
正在对2号楼四层楼层板进行安装。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
产业园项目位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
占地13.5平方公里，总投资超300亿元，是当
地的“一号工程”。

“我们自去年8月项目中标开始，就成立

了重庆枢纽港项目党员突击队。”中冶赛迪枢
纽港产业园项目施工经理、突击队成员罗源告
诉记者，党员们迎难而上，通过技术创新与资
源整合攻克多项难题。

今年3月，在基桩开挖施工中，10至20米
厚的鹅卵石层成为阻碍工程进度的“拦路
虎”。罗源说，由于地质稳定性差，在传统浇筑
工艺下，每个基桩孔因鹅卵石层频繁塌孔，每
个孔平均需7至8次回灌补救，成孔周期长达
7天，严重影响施工进度。

党员突击队迅速行动开展技术攻关。在
反复试验论证一周后，突击队队员、项目设计
总工程师何坤想出了一个办法，创新采用“钢
护筒+泥浆护壁”组合工艺——用坚硬的钢护
筒提供刚性支撑稳定孔壁，配合高黏泥浆渗透
固结鹅卵石形成复合护壁体系，如同为孔洞穿
上“复合铠甲”，保证钻孔稳定、不易塌陷。

效果立竿见影：单孔成孔时间从7天压缩
至5—8小时，效率提升16—20倍，复杂地层
施工难题迎刃而解。

有了稳定的地基，一幢幢楼房才能“拔地
而起”。然而，在厂房和主体办公楼进行钢结
构安装时，他们又遇到了困难。

“这可是整幢建筑稳固矗立的根基所在。”
突击队成员、项目副经理冉勇说，放眼大型厂
房和办公楼，钢结构是当之无愧的“脊梁”，通
过螺栓、焊接等不同方式紧密相连，而其中的
每一次连接，都容不得丝毫马虎，连接的平整
度误差必须控制在两毫米以内，螺栓定位更是
要分毫不差，否则就会出现偏位、无法连接的
状况，甚至得重新开孔，耽误工期。

冉勇化身“钢铁卫士”，全程紧盯每一道工
序，只为探寻减少重复安装、提升施工效率的
最优解。

在试装阶段，难题接踵而至：安装节点复
杂得如同精密的机械迷宫，部分螺栓定位失
准，精度误差不断累积，施工进度也随之“踩下
刹车”。

面对困境，队员们立即开始“头脑风暴”，经
过几天的激烈讨论与反复推敲，他们终于找到
了破局之法——采用复杂钢结构安装精度控制
技术。这项技术的核心就在于实现“测量—定
位—校正—复核”的闭环管理，精准直击结构变
形、节点对位、误差累积这三大施工痛点。

“这就好比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操刀接骨
手术。凭借精湛技艺，钢结构安装变得更加高
效精准，大大减少返工的情况。”冉勇说。

采用这项技术，项目团队顺利完成电气
厂房钢结构安装工程，为后续建设奠定基
础。现在，其他地块的钢结构安装也在稳步
推进，一座现代化的产业园区正从蓝图逐渐
走向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