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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聆 贾乐仁 本报记者 徐蕾 继业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江面上，五峰山大桥如“钢铁
巨龙”般飞跨长江，天堑变通途的梦圆背后，有太多值得被
铭记的人们，其中就有镇江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以下
简称市综交中心）的工作人员。前有勇士建桥，后有组织保
障，正是得益于他们周到细致的服务，大桥建设才得以按序
时进度展开。

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防疫阻击战骤然打响。而去年
11月15日才挂牌成立的市综交中心没来得及庆祝“百天之
喜”，便投入到了战“疫”当中。驻守镇江站北出口，防控疫情
激战正酣之时，市综交中心又开始谋划连镇铁路镇江段、五
峰山大桥南北接线高速公路等在建国家和省、市重点交通
工程项目的复工事宜。

为此，市综交中心建立了防控机制，在复工前对各参建
单位入镇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严密排查，实行一人一档、分
类返岗。不仅如此，市综交中心还组织了 4个指导组，下沉
到各个施工一线，摸清施工单位复工存在哪些困难，协调地
方政府开展复工评估验收等，并督查督导施工现场封闭施
工，对返镇返岗人员点对点专车接送，开展CT和核酸检
测，对相关人员分地区、分批次隔离。面对外地施工单位
无法在我市健康申报平台上进行申报的问题，市综交中心
主动联系相关单位，开通绿色通道，保证参建单位能及时
申报员工返镇，确保外地人员进得来，物资设备跟得上，
复工战“疫”打得响。

作为市综交中心综合科科长的杨聆，不仅要在一线卡
口执勤，还要负责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信息传达等工
作。当时口罩等防护用品紧缺，她托亲友购买到防护用品
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和身边的同事，而是一线施工的
工人师傅们，“要先紧着他们用，让工人们没有后顾之
忧”。市综交中心主任石小武去年11月刚刚做了急性阑尾
炎手术，出院时医生嘱咐他要静养半个月，结果不到一
周，他就出现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实在是需要做的事
情太多，离不开人。”石小武告诉记者，疫情期
间，不仅是他，单位所有人都连续奋战，
只要疫情不退，就没有“撤退”的理由。

为了让施工现场“活”起来、设备
“动”起来、气氛“热”起来，市综交中心
在各工程项目还持续深入开展以“六
比一创”为主题的劳动竞赛活动，以

“创优质、创高效、保安全”为目标，
引导激发广大参建人员积极投身施
工生产和细化班组管理，确保连镇
铁路淮镇段年内建成通车和镇江五
峰山大桥接线高速公路工程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

3 月中旬，在大桥施工现场，一场
“拜师礼”格外引人注目。市综交中心的3
位老师带着9位学员，分别在五峰山接线工程
的三个标段开展教学活动。3位老师之一的章荣
福今年51岁，从事路桥工程建设近30年。他告诉记者，在
一线手把手传授经验，能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帮助这些年轻人迅速成长。

五峰山过江通道公路接线工程连接着公路与铁路，施
工任务重难度大，且工期较紧，由于今年8月底之前连镇
铁路需进行联调联试，接线工程必须在此之前竣工交付，
因此施工时间仅有6个月左右。经过几个月争分夺秒的奋
战，被耽误的工期抢了回来。大桥静载试验如期进行，镇
江全线联调联试按期完成。

然而施工并非一帆风顺。在新区捆山河改河工程中，

按照有关部门最初提出的建议方
案，需要对新港东路跨捆山河大桥
及桥下天然气管道等进行改造，改
造费用远远超出工程预算。市综交
中心经过大量科学细致的工作，对
原设计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既满
足了河道行洪要求，又避免了对跨
河大桥及燃气管道的改造，大大降
低了工程造价。

在电力杆线迁改中，李沙线需
要停电作业4天，受影响范围包括
丹徒高桥镇的 60余家企业。迁改
公告发出后，部分企业不配合，为
此，市综交中心工作人员先后多次
登门造访，对企业主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最终得到了理解，保证迁
改工程按期顺利完成。

在大桥高速公路接线4标施工
过程中，有村民反映自家房屋出现
了裂缝。市综交中心得知情况后，
一方面会同当地镇村干部一道做通
村民思想工作，另一方面督促项目
部正视问题，积极处理。经过沟通
协商，化解了矛盾。

今年平安度汛后，高温下的大
桥建设现场持续火热。来自全国
各地的交通参建单位与时间赛跑，
全力助跑连镇铁路淮镇段和五峰
山公路接线工程。石小武他们带
着防暑降温慰问品，看望了奋战在
高温一线的 15家驻镇施工单位的
工人们，他嘱咐大家要注重个人防
护，确保安全生产，市综交中心将

提供“零距离”服务，还
现场报了自己的手

机号码，让大家
有 事 就 打 电

话。
在 连 镇

铁路即将全
线 通 车 之
际，10月 27日下午，一面写有“保
路护桥展风采，安全面前勇担当”
的锦旗，送到了市综交中心。送锦
旗的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工务段副段长王建明，用以表
彰我市在连镇铁路建设过程中作出的

突出贡献。从 8月开始，根据上海工务段
提供的安全隐患清单，市综交中心组织铁路

有关部门与各市、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对我市普
速铁路环境隐患进行现场确认、摸底排查及整治工作，共发
现安全隐患246处，其中高铁上跨及并行25处，管线安全隐
患 43处已全部落实责任单位，涉及地方处置安全隐患 178
处，已销号 178处，销号率 100%。石小武在接受锦旗时表
示，锦旗不仅代表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要进一步压实
责任，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在“一条路、一家人，一座桥、一家亲”的理念下，是市综
交中心上下服务靠前，保障超前的服务。正如他们所说“施
工到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踪到哪里；困难在哪里，攻坚力量
就集中到哪里”。

本报记者 徐蕾 继业

“有些人一辈子可能会干好几
份工作，而有些人一辈子只会选择
一份工作干到底。”中交二航局连镇
铁路项目部安全总监田印生表示，
自己大概属于后者。他还调侃地告
诉记者：“以5年一座桥来计算，差不
多建好7座桥，我就要光荣退休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田印生回忆
说，从2012年进入中交二航局从事
安全生产工作，已有8个年头了，他
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2岁孩
子的父亲。工作头三年，田印生为安
徽望东长江公路大桥建设服务，项
目还没完工，他就被调来建设五峰
山大桥了。可以说，这是第一座他从
头跟到尾的桥，而五峰山大桥也成
了他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

“2015年10月15日刚拍完婚纱照，第
二天五峰山大桥项目就开工了。一
晃5年多过去了，儿子都会喊爸爸
了。可因为回去的时间太少，每次回
家都要和儿子重新熟悉。”田印生负
责大桥建设的安全管理，肩上责任
很重，而每个月只有2天假期，他常
常会攒好几个月的假，才回一趟安
徽的老家看望父母妻儿。“刚跟儿子
熟络了，又要走了。妻子常常数落跟
我过日子没有安全感。”交谈中，田
印生满是对家庭的愧疚。

没有给妻子安全感的田印生，
工作中却给了很多人安全感。他给
工人们讲法律法规，讲安全生产，一
开始不少人不把他当回事，因为田
印生出生于1989年，不少工人在这

之前就工作了。大家干了一天活还
要听田印生讲课，不少人有意见，一
上课就跟他唱反调，举一些特例说

“佩戴安全绳反而不安全”。想想这
些工人在平均50米的高空作业却不
重视安全，一向脾气很好的田印生
竟拍了桌子。“我爸爸也是建筑工
人，看到大家，我就会忍不住想起
他。安全生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一个不注意，就会酿成大祸，而每个
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番毫
无准备的话却拉近了他跟工人们的
距离，这点从大家对他的称呼变化
上就能体现出来——原来的“田总
监”渐渐变成了“小田”。田印生为五
峰山大桥培训过的工人有3000多
人，最多时七八百号人听他讲课。后
来不少人成了他的助教，现身说法
来证明“小田”说得对。田印生也在
向工人们学习，把他们当成自己的
老师。“主墩的钢护筒内壁需要清
理，以往都采用人工作业，不仅效率
不高，还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后来有
工人师傅提出来可以将环形水管扎
上孔注入高压水清洗内壁，来回几
下子就把内壁清理干净了。”这让田
印生很是佩服工人们的智慧。

田印生还特别佩服一位老领
导，看到这位50多岁的副局长骑个
自行车整天往返在各个巡视点，他
说作为年轻人，哪里还能在项目部
里坐得住。他骑着电瓶车每周各个
点跑一次，一趟跑下来是3.3公里。七
八个点听起来不算多，但一个点巡
视却要花大半天的功夫。首先考验
的便是胆力，恐高的人怕是无法胜

任这份工作的。田印生带着记者乘
工程电梯上了100多米高的桥面，从
镂空脚手架中看到下面的滔滔江
水，委实已让人心惊胆战。而田印生
指着高耸入云的主塔告诉记者，他
之前经常要到203米的高度去检查
安全。“其实这也不算高，在望东长
江公路大桥，我还要去217米的高处
检查！”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记
者眼中的大桥只有雄伟壮阔，而田
印生却细致入微，连一个细小的钉
子都不放过。“五峰山大桥涉及施工
战线长，作业点多、施工人员多，施
工技术难度大，因而安全管理的难
度也大。”田印生让记者往下看了主
墩水上群桩，他负责的1号段有74
根，施工的时候有可能发生船舶碰
撞；还有在建设承台钢围堰施工的
时候，正赶上汛期，长江水位较高、
流速较大，也给施工带来潜在的危
险。特别是北锚碇沉井基础施工，沉
井长100.3米、宽71.7米、高56米，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沉井。最高的作
业点有19米，稍有不慎，容易造成高
处坠落等人身伤害事故。高空作业
的不只是沉井基础施工，30米以上
的高墩身施工还有多处，仅主桥、公
铁合建和铁路单建段就多达43处。

“影响项目施工安全的因素可
以分为‘人机料法环’。‘料、法、环’
相对比较容易控制，‘人’和‘机’的
不确定因素太多。尤其是作业人员
进退场比较频繁，有时候可能工人
刚培训好，这些了解现场施工风险，
做好安全预防的人就又退场了。而
机械设备经过长期使用，可能存在
各种隐患，日积月累就会引发事故。
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多查、多
说，成立专门的设备管理团队进行
管理，不定期联系特检院等第三方
加大对特种设备的检验检测力度，
确保设备不带‘病’作业。”田印生成
竹在胸。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安全工作
没出事就是我最大的贡献。”这是田
印生常用来勉励自己的话，而他负
责的北岸主桥1标段多次获标准化
文明工地、安全工地等称号。“等儿
子长大了，我要带他来看看五峰山
大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大桥建
设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安全事
故。”

力保大桥建设“平安无事”
——记中交二航局连镇铁路项目部安全总监田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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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印生（右一)在项目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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