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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踏进达钢的高炉车间，全身顿时燥热难
当，阵阵热浪袭来，脸部有种被灼伤的感觉。而
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人心惊肉跳：沸腾的锅炉就
像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不断喷吐着红色的烈
焰，炉内已经熔化的铁水犹如翻滚的岩浆，不时
向四周喷溅。锅炉的轮廓早已被喷射着火焰的

“巨口”所吞噬，旁边挥动搅拌棒工作的炼钢工
人似乎随时会被卷进去……

1400多度的铁水在沟槽里汩汩流过，四溅
迸射的火花绚丽壮观。但站在离铁水七八米的
地方呆了仅几分钟，记者已汗水直流，胸口发
闷，呼吸困难。而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高炉工
人却要在近60摄氏度的环境下工作8个小时。

“为了安全，炼钢工人必须穿厚厚的帆布长袖防
护服，着大手套、厚长袜。”陪同人员解释道。

来到转炉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熊熊
燃烧的3个炼钢大转炉前，戴着头盔、防火眼镜
的炉前工各就各位，任凭高温炙烤，不下炼钢

“火线”。
此时，三号转炉刚刚炼出一炉钢，新的铁水

大罐就已开到它的门前。瞬间，炉门自动打开，

铁水罐慢慢向炉膛内倾斜，立刻，火光冲天，100
多吨火红的铁水全部倒入炉膛体中。此时，炉
膛里的温度高达摄氏1600多度，而转炉旁10多
米范围内的温度高达摄氏55度以上，在场每个
人的工作服被完全浸湿。

大约10多分钟，炉膛里烈焰加剧，炉温向
摄氏1700度逼近。为及时掌握炉内温度状况，
相关工人拿起测温枪，快速来到炉前测试炉内
钢水温度。如果温度过高，他们就要向炉内添
料；若温度偏低，他们就用氧枪吹氧升温。此
时，工人们身上的汗水似乎被一下子烤干了许
多，满身都是黑糊糊的煤灰。

“转炉炼钢，取样很重要。取回的钢水样要
及时化验，合格的就通过，不合格的要进行调
整，必须确保每炉钢水品质合格。”转炉工段段
长张华说道。

半个小时后，三号炉内100余吨钢水炼成
了，火红的钢水自动进入“钢水包”，转入精
炼分厂，进入下一道生产工序，用于生产板
材、线材和车轮毂等。

“为了不让一名炉前工中暑，厂里实行分
班次作业，以减轻一线工人的劳动强度。”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厂里不仅为工人准备了饮
料、冰棒、绿豆汤、西瓜等防暑降温食品，还
配备了一些防暑药品，并在炉前工段上配备了
风机。

钢水沸腾，钢花飞舞，3小时的切身体验，
记者充分感受到了炼钢工人的艰辛和付出。千
锤百炼才能成钢，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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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浸透了厚厚的防护服

高炉车间钢花飞舞

电脑操控室

吹风扇休息片刻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城
市发展，交通先行。在融入达州
的8年时间里，中铁二局人在第
二故乡挥洒智慧和汗水，用深厚
的“内功”打通了达城的“任督二
脉”，在构建“幸福达州”的画卷
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金龙大桥，不仅是达州第一
座连续钢构桥，也是达州第一座
双线六车道桥，还是达州单跨最
大的一座桥。

早在2007年，为打通化工
产业园区进出口通道，拓展达州
城市空间，市委、市政府结合城
市规划，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
定建设金龙大桥和长田隧道。

为选到稳健可靠的投资及
建设单位，市政府授权经开区管
委会在达州、成都、重庆等多家
媒体发布招商公告，对金龙大桥
和长田隧道工程建设进行公开
招商。经过严格比选，中铁二局
以雄厚的实力、傲人的资质胜
出。2007年11月，我市最终确
定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为金
龙大桥和长田隧道工程投资方，
并签订投资合同。经过公开招

标，确定中铁二局第五工程公司
为施工单位。

2008年1月6日，金龙大桥
和长田隧道工程正式开工，达州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地开
花。此次招商，被认为是“达州
人民全员招商、以情招商的辛勤
结晶”。

每当忆起金龙大桥和长田
隧道工程建设时，参建员工脑海
中就会浮现出“奋战‘4�30’”、

“决战‘6�30’”等一幕幕波澜壮
阔的建设画卷。

为赶在汛期来临前，抢建出
高于洪水位的主桥桥墩，工程建
设者决定“奋战4�30，抢出洪水
位”。中铁二局所有参建人员不
分职务高低、不论年龄大小，全
都不分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终于
在2008年4月23日汛前完成了
河中桩基、承台及墩身工程，确
保了总体工期不延误。

刚刚“抢出洪水位”的建设
者们还未来得及松口气，突发而
至的“5�12”大地震再次让工程
计划进度面临挑战。由于抽调
队伍转战抢险抗灾第一线，直到

2009年春节之后，工程建设才
重新进入正轨，而此时距预定完
工期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自然灾害无法抗拒，人的战
斗力却可以激发。为了把地震
耽误的时间损失夺回，参与抗震
救灾的队伍不顾疲劳，未作休
整，立即又投入到大桥的建设
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金龙大
桥工地日夜灯火通明，上至项目
部经理、下至普通员工，所有参
建人员“三班倒”，24小时不停
歇作业。由于大家众志成城，齐
心协力，抢回了震后耽误的90%
以上的工程量，为大桥如期通车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长田隧道工程也
开足了马力。为加快工程进度，
改原计划单线两口施工为双线
四口同时施工，这意味着投入了
加倍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为
了不辜负达州市民的期盼，与金
龙大桥工程“同步”，被誉为“开
路先锋”的中铁二局的建设者们
豁出去了。2008年12月25日，
长田隧道右线贯通；2009年1月
11日，左线贯通。

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流
通紧缩。中铁二局在自身资金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措建
设资金，确保了金龙大桥、长田
隧道工程项目的如期完成。

金龙大桥与长田隧道工程
“冲”出了速度，但质量并没有落
下。作为一家具有一流资质的
建设公司，在工期紧、任务重的
情况下，中铁二局对工程质量的
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折
扣。

作为一个具有一流工程资
质和丰富施工经验的投资及施
工单位，在金龙大桥、长田隧道
工程建设过程中，每一个施工方
案，均伴有详细的质量保证方
案。每一个施工环节，均要经受

“自检→施工员检查→质监工程
师检查→监理工程师检查”四道
关口，全部验证合格后，方能进
入下一道工序。

金龙大桥和长田隧道工程
的胜利完成，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证明了当初选择中铁二局的正
确，也为今后地企之间的进一步
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铁二局达州家园情怀——

八年“内功”建通途
□岳永章 胡明 本报记者 徐冬 刘河林 摄影报道

（上篇）

●2007年11月1日，被誉为达州“城市会客厅”的廊桥
正式合龙，彻底改变了州河两岸长期通行不便的历史

●2009年8月18日，达州金龙大桥、长田隧道正式通
车，实现了达州西外片区与天然气能源化工产业区的无缝
对接

●2010年9月8日，达州凤凰大桥正式通车，使原210
国道与202省道连成一体，成为南城往返达城北部最便捷
的城市交通要道

●2012年4月20日，达州张家坝州河大桥正式合龙，
成为连接滨江新区与主城区的重要通道，实现了达城三大
中心区的高速互通

…… 中铁二局投资修建的廊桥

中铁二局投资修建的金龙大桥-长田隧道

中铁二局投资修建的凤凰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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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40度，一个足以让人心里
打颤的温度。但对炼钢工人而言，
这却是一种莫大的“奢望”。夏日
里，在他们的工作车间，温度高达摄
氏55度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