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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一直下——

6 月以来，我国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造

成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

处于超警戒水位，安徽、湖北等地遭受严重洪

涝灾害，严峻复杂的防汛抗洪形势，为复工复

产中的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压力。

对于交通在建项目来说，从战“疫”到防

汛，面临着又一次“大考”。年初，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各在建项目一手抓防疫、一手

抓施工，快速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据交通运

输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部监测

的 625个重点项目已 100%全面复工，并完成

新开工公路水路项目 430 个，重大交通建设

项目为稳投资、稳就业发挥了有效的牵引带

动作用。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成为经济发展“压舱

石”，确保其安全度汛十分重要。根据交通运

输部通知要求，交通运输工程建设管理部门

加强风险研判，指导在建项目落实防汛各项

要求。作为项目建设“主力军”，各交通建设

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紧紧围绕“六稳”

“六保”，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红线，把防汛工

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尽最大努力

保障在建项目安全平稳度汛。

加强“安防”消除隐患

日前公布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报告

（2019）》（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交通运输

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公路水运工程

建设领域生产形势呈现反弹趋势。同时，《报

告》在分析该领域事故特征时指出，由于 2019
年全行业加大汛期等历年事故多发期的安全

监管力度，有效降低了事故起数和死亡（失踪）

人数。

各交通建设企业历来将汛期安全防范作

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从思想上

高度认识，在组织上加强领导，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做好风险研判等。同时，积极组织排查

整治活动，全面开展在建项目自查自纠，并着

重加大对“两区三厂”、便道便桥等人员密集

区域和临边涉水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风险隐

患整治、安全防控的力度。

为确保排查整治不留死角，各交通建设

企业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记者

了解到，7月 9日以来，中交一公局集团派出 9
个检查组，以南方地区一线项目为重点，对全

国范围内一线项目开展集中排查治理。截至

目前，已对 180 余个项目开展了检查。中交

四公局自 7 月 17 日起派出 7 个专项检查组，

在全局范围内迅速开展防灾减灾、防台风防

汛以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该活动计划

检查 150个所属项目。

各在建项目也纷纷掀起安全隐患自查

高潮。地处大巴山深处的中铁十二局重庆

巫（溪）镇（坪）高速公路项目，赶在雨季来临

前开展了安全隐患“拉网式”大排查行动，共

查出项目驻地、梁场、拌和站等重点部位的

40 余处安全隐患。面对入汛后安全风险增

多的实际，中铁广州局贵（阳）南（宁）高铁 9
标项目将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改为

三到五天一次，并重点检查施工用电、高危

险作业、员工宿舍消防安全等内容，及时消

除事故隐患。

做好“预防”有备而战

有备而战，战之能胜。做好防汛工作，一

套完备的应急救援预案不可或缺。

2019年 4月 1日，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应急

工作的行政法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对安全生产

应急预案制度提出了更加严格细致的要求，

并明确规定了建筑施工单位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 1 次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安全专家张凤玲

介绍，目前各在建项目均建立了相应的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并有针对性地定期或不

定期开展如溺水、高空坠落、机械伤害等专项

演练，提升了项目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

反应能力和协调作战能力，为今后处置类似

突发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4 个小时、400 多人，全部安全撤离！回

想起 7月 9日的那几个小时，中铁大桥局五公

司湖北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项目部党工委书记

钟伟华现在还感到惊心动魄。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项目主桥区、项目部

驻地及生产加工厂均地处长江赤壁段的江

洲中，由于三面环水，一旦长江水位上涨，这

里将形成“孤岛”。7 月 9 日中午，长江汛情

来袭，项目巡查人员发现江洲内的子堤出现

管涌现象，项目部立即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

案，最终仅用时 4 小时，将职工、农民工共计

400 多人分批安全有序地撤离至项目 6 公里

外的营地并妥善安置，确保了项目员工安全

避险。

“自 2018年 3月大桥正式开工以来，我们

针对项目‘两区三厂’分布特点及周围环境，

着重以防汛为重点，建立应急预案并每年开

展相应的应急实战演练，为我们这次汛期的

成功撤离打下了坚实基础。”钟伟华说。

为了应对汛期带来的边坡塌方风险，6月

24日上午，中交三航局南京分公司横江大道

二期项目部开展了“边坡塌方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作为紧邻长江的在建项目，这类演练

紧贴实际，不仅提升了我们的防汛应急意识，

增加了深基坑塌方救援经验，也为我们敲响

了安全警钟。”中交三航局南京分公司横江大

道二期项目经理袁朝告诉记者。据悉，得益

于日常演练带来的经验积累，该项目在汛期

的一切施工生产生活活动均有序进行。

探索“技防”提升成效

防汛是一场硬战，也是一场“软实力”的

较量。面对高强度的防汛压力，各交通建设

企业创新思路，加入高科技手段，从“人防”向

“技防”探索。

桥上，“哨兵”24小时站岗。7月以来，湖北

省黄冈市已遭受多轮特大暴雨袭击，面对来自

上游泄洪及长江回水对桥梁工程带来的风险，

中铁十六局黄（冈）黄（梅）铁路项目部在标段范

围内防汛抗洪压力最大的两座大桥——巴河特

大桥、浠水特大桥的主墩上，分别安装了一组

“哨兵”，24 小时监测巴河和浠水河的水情。

一旦河流水位漫过预设的警戒水位值，“哨

兵”就会自动给项目管理人员发送预警短信。

“‘哨兵’即水位监测系统，由雷达测微仪

和数据终端设备组成，通过 BIM+GIS、物联

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处理后，可

自动预警，让我们的管理更高效。”中铁十六

局黄黄铁路项目部信息化部副部长郑春亮介

绍，截至目前，该系统已发送预警短信 45次，

切实发挥了一线防汛“哨兵”的作用。

天上，无人机“俯视”巡查。中铁十四局

大盾构公司承建的南京和燕路过江隧道项目

地处江苏省南京市八卦洲，这里四面环长江，

受近期暴雨袭击和长江水位上涨影响，水位

直逼警戒线。

由于该项目周边江堤外侧植被茂密，仅

用人工进行地面观测水情不太直观。为此，

项目部投入 3台无人机每天定时进行空中观

测，并将拍摄的航拍图实时发送到项目防汛

应急指挥组进行对比分析。截至目前，随着

长江 2020 年第 2 号洪水过去，八卦洲水位陆

续下降，项目已恢复正常生产。

地上、水中，“防汛神器”大显身手。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实现智慧防汛、快速救

援，中铁十八局北京公司宝坻花园大道项目

部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能“抬腿走路”的步

履式挖掘机可以应对不同地形和形式的防汛

救援；充水式橡胶子堤可迅速“变身”为移动

堵水墙；枕巾大小的新型沙袋遇水膨胀后能

迅速堵水；大功率“龙吸水”水泵能“以一抵

十”迅速排水。

参与“联防”奋勇担当

在严峻的防汛形势下，有一种行动叫“闻

‘汛’而动”；在冰冷的洪水中，有一种温暖叫

“我们来了”……在开展防汛自救的同时，各

交通建设企业以“危难之中显身手”的担当和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全力组织在建项

目参与驻地抢险救灾。

“感谢你们参与这次抢险救灾，帮助解救

地方群众。”7月 7日，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抢

险救援现场，黄山市政府工作人员向中铁四

局救援队表示感谢。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洪峰影响，7月 7日

凌晨，歙县遭遇 50 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境内

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无法

撤离，情况十分危急。险情发生后，中铁四局

四公司黄（山）千（岛湖）高速公路 1标经理部

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设备，组成抢险队伍，赶赴

灾区实施救援。经过一整天的努力，成功解

救被困群众 22名。

在防汛一线，还有一种感动叫“轻轻地我

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7 月 11 日至 7 月 13 日 12 时，中交二航局

组织下属单位共 680余名救援人员在朱家河

沿岸河堤奋战了 46个小时，用 10万余个装土

编织袋，对长约 2公里的河堤进行加固加高，

为武汉防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人感动的

是，面对 680 余人近 3 天的餐食垃圾，中交二

航局将环境保护落实到底，最终实现了在朱

家河沿岸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各交通建设

企业已成为参与地方防汛救灾的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铁四局共组织抢

险人员 3000余名，调集机械设备 500台套，投

入近 8万个沙袋以及土方砂石等应急物资参

与地方防汛救灾。作为驻汉央企，中国一冶

在湖北省内实际参与抗洪抢险人员达 1800
余人，投入机械设备 120余台。

气象预报显示，自 7月底，长江中下游强

降雨集中期结束，但长江沿线部分地区仍然

有降雨，局地还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北方

地区降雨将逐渐增多增强。

防汛仍未结束，行动还将继续……

特约记者 陈洪胜

“未来将有持续暴雨、中雨天气，需重点

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山洪

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从 7月初开始，

新田长江大桥项目管理人员每天都会收到

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局、中交一公局集团重庆

万州环线项目公司联合为他们定制的“气象

信息套餐”。

根据该套餐提供的天气信息，项目部有针

对性地在大桥施工作业现场、办公生活区域提

前进行分析谋划，对恶劣天气下的施工作业开

展科学应对、周密防控，实现精准施工。

“同时，针对新田长江大桥北岸锚碇处于

危岩之下、高边坡区域，我们联合第三方检测

单位分别布置了10个定位监测点，时刻观测这

一高风险区域的位移、蠕动情况，一旦达到预

警值，立即展开专项整治。”中交一公局重庆万

州环线项目三分部安全总监李德强介绍。

据悉，新田长江大桥主跨长 1020 米，为

重庆市在建最大跨径桥梁。大桥沿线水流

湍急、侵蚀不断，尤其是汛期山体裂隙发育

情况多变，安全风险隐患无处不在。为此，

项目部梳理风险源、排查隐患点，采取了“主

动防护网结合被动防护网”的整治方案。同

时，鉴于锚碇开挖区域为陡崖临边地带，地

形狭窄、地质破碎的实际，最终确定采用 7级

边坡开挖支护的方案进行施工。

新田长江大桥项目

预知气象“看天”施工

韦黎明 蔡朝阳

中铁四局二公司承建的江苏苏锡常南

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全长 10.79 公里，是国

内在建最长的水下隧道工程。前段时间，无

锡普降大到暴雨，项目防汛形势严峻。

项目部结合气候和地理条件，提前部署，

集中力量完成了防汛物资储备工作。同时，项

目部建立防汛应急物资出入库登记台账，实行

防汛应急物资专人专管，确保按需有序取用。

据统计，项目部已储备256台套应急水泵、挖掘

机、发电机等机械及 6000个应急沙袋、2万个

编织袋，保证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

在太湖流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启动防汛

Ⅰ级响应后，受暴雨侵袭和湖水冲刷，太湖隧

道二次横向围堰坡脚出现冲刷空洞的险情，

直接影响围堰的防汛安全。面对险情，项目

部快速处理，将二次横向围堰加宽了 6米，并

对围堰内外的土体进行再次夯实、加固，确保

围堰不渗不漏、结构稳定。此外，面对不断上

涨的水位，项目部先后投入5台应急发电机和

120余台水泵，抢排低洼地段的积水，保证了

施工现场和职工办公生活区无明显积水。

截 至 7 月 30 日 ，太 湖 水 位 平 均 为 4.46
米，超警戒水位 0.66米。项目部趁水位缓慢

下降，安排机械对围堰的填芯土进行压实，

巡查加固已松动的横向拉杆螺栓，加强围堰

的监控量测预警，保证围堰不变形。接下

来，项目部还将持续做好强降雨、台风等恶

劣天气的防范工作。

太湖隧道项目

物资“有备”防汛“无忧”

吴秀红

“现在我们开始调试电台，请将频率调

至 196……”每年汛期来临之际，中铁十九局

六公司成（都）兰（州）铁路项目部都要和四

川省绵阳市高川乡防汛办公室调好电台频

率，以备不时之需。

为确保汛期项目部与各工点、地方政府的

通信畅通，项目部配备两部铱星电话实现与外

界应急通信。铱星电话受云层影响不能保证

畅通时，项目部就利用两部短波电台保持联

络。同时，将地方政府指令用对讲机传递到各

架子队和工点，确保实现防汛信息共享。

该公司承建的标段地处高川乡“5·12”

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这里地质灾害频发，

常年多雨。同时，该项目施工便道存在多处

泥石流冲沟、围岩落石等隐患点，特别是一

到雨季，道路、通信经常中断。

为确保汛期施工安全，每年雨季来临前，

项目部都会制定各工点通信保障方案，采用

对讲机+基站的模式解决应急通信问题。项

目部与各工点设立专用应急频道，保证各级

通信畅通有效。此外，项目部防汛应急办公

室负责与当地防汛、气象、水利等有关部门联

系，动态关注雨情变化，确保及时准确地掌握

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

成兰铁路项目

卫星通信 动态预警

韩俊 陈巧云 宋爽

中铁十局恩施普通公路“建养一体化”

来 凤 县 01 项 目（简 称 中 铁 十 局 恩 施 项 目）

地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

三 胡 乡 猴 栗 堡 村 。7 月 以 来 ，三 胡 乡 老 虎

洞河水位猛涨，项目搭建的老虎洞河钢栈

桥遭受洪水威胁。

老虎洞河属于典型的山区河流，每年 6
月至 9 月为汛期。在汛期来临之前，项目部

科学分析研判，将驻地选在地势偏高处，并

编制了防洪应急预案和《中铁十局恩施项目

老虎洞河钢栈桥渡洪方案》。老虎洞河钢栈

桥从前期规划设计、施工方案及物资选择时

均考虑了防洪性能，并在栈桥上配备了完整

的安全应急物资。

汛情发生后，项目部立即成立防汛领导

小组，根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科学分

工、协作配合、有序实施，形成了严密的防汛

组织网；建立防汛领导带班制和 24小时值班

制，并安排现场人员实时巡查掌握汛情动

态，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成立抢险突击队，第

一时间清理疏浚堵塞河道，并设立水位测量

牌及安全警示标识，提升安全防控能力和河

道周边安全系数；储备救援机械、救生衣、沙

袋等防汛物资，有效预防各种风险。

在严密的防汛措施保障下，老虎洞河钢

栈桥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

恩施公路项目

科学选址 平安度汛

监测锚碇、危岩位移情况。 张玉佰 摄

暴雨来袭，汛情严峻。

桥梁、隧道、公路、铁路……每一处工点在山洪、泥石

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肆虐下，都可能成为安全风险点。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在建项目的汛期安全形势如何？

汛期安全管理工作的重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交通建设

企业在消除安全隐患和加强防范上有何妙招？不同类型

的在建项目如何平安度汛？敬请关注本期策划。

通过对讲机汇报沿线地质状况。 雷辉 摄

开展塌方应急演练。 何啸 摄

参与武汉洪山江滩护坡加固。 况达喆 摄

冲锋一线。 蔡朝阳 摄

□防汛一线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冷朝乾冷朝乾 摄摄

汛猛出击

本报记者 李玲

力筑防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