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推进水岸共治 助力长江一脉“青绿”

六安：
水岸共治 见证城市蝶变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 中国化学十四化建也
做环境治理？ 也能治水？

事实上， 中国化学十四化建正对水环境治
理积极布局。 六安市城区水环境一体化综合治
理项目正是该公司实力的有力展示：

2022 年 5 月，六安凤凰桥污水厂二期工程
完成工程建设并具备通水试运营条件。 项目投
运后将成为安徽省唯一一座新概念污水处理
厂， 也将成为六安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一个示
范性工程。

凤凰桥污水处理总量为 9 万吨/天，大大缓
解了一期工程“吞吐吃力”的情况。 这座污水厂
不仅可以对新型污染物 ECs 进行有效清除，还
能在雨季超量进水时， 通过智能控制升级成去
污“加强模式”，保证出水 TN 达到巢湖流域的
出水标准。

治水变“智水”。为实现污水厂的运作功能，
团队在施工方面注重工艺严谨。 项目指挥长槐
亚飞举例， 如现场采用的激光水准仪放置在池
底安装中线上，激光线与池底弹线重合，偏差仅
在 1mm 内。

由中国化学十四化建一并承接的东部新城
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全面推进了东部新
城区内的生活及生产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全方
位提升了城区污水处理能力。 经处理后，“洗尽
铅华”的污水将达到一级 A 类排放标准后流入
淠河干渠和丰乐河。

然而，污水处理厂只是“中间站”———六安
“水文章”的最大亮点，在于治水模式覆盖了从
岸上到水里、从管网到排口的全周期。

秉承“黑臭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的治理原
则，“岸上”工作是关键。

曾经，大雁河、北郊支渠和苏大堰三条河流
局部的黑臭水质一直为人诟病。 追根溯源是不
少老旧小区雨水与污水合流， 通过雨水管排入
河中， 一遇暴雨， 管道堵塞污水外溢的现象频
发。 项目团队首先对河道周边小区逐一开展调
查，再施工实现源头排水用户、小区排水、市政
排水管网的全面雨污分流。

“关键在排口，核心在管网”。团队还对沿河
众多隐蔽排口进行摸查，“揪” 河流黑臭水体的
多个“病源”，确认污染排口后，再将污水接入市
政管网，消除了污染的主要诱因。

打通“毛细血管”后，繁重的清淤工作，这也
是治理污水的攻坚战。

以往常用的方式是“湿式清淤法”，属于带
水作业， 清淤效果不够彻底。 技术员熊求志介
绍，他们巧用“半干式清淤法”，先利用围堰隔开
河道，抽水后使用挖机铲除淤泥，再人工清理，
保证清淤彻底。随着上游补充水源的不断注入，
河床内水位逐渐升高，潺潺流水清澈见底。

正本清源、水岸共治，内浚河道、外净水源。
淠河右岸，六安城北、东城、东部新城及河西污
水处理厂的尾水汇聚于苏大堰生态湿地， 再流
向淠河。 苏大堰生态湿地核心面积约 2.1 平方
公里，以提升淠河水体水环境整体质量为核心，
叠加拓展生态农业、示范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
功能的蓝图正在绘制， 这里很快将是一片蓝绿

交织的生态公园。
从整体施工流程的角度， 中国化学十四化

建在六安项目中实现了 “厂—网—河—湖—岸
一体”治水模式，槐亚飞对综合治水的质效充满
信心。 “这是公司水环境治理的代表之作，施展
着污水变清流的‘魔法’，为‘生态六安、文化六
安、绿色六安、滨水六安’的城市形象注入新的
活力。 ”槐亚飞说。

芜湖：
技术匠心 奋进绿色征途

在市政水务领域， 中国化学十四化建早已
累积了成熟的建设管理优势， 再次承建高质量
环保项目，还要创新求变、熟能生巧。

2018 年起， 该公司聚焦污水处理厂的扩
建、污水管网的完善、存量管网的排查与整治，
根据三峡集团积极推进“长江大保护”战略的要
求，推动芜湖污水综合治理项目的全面实施。

根据环保督察的要求， 公司要在 3 个月内
对芜湖城东片区约 20 公里管网完成整治修复。
修复工程涉及区域 90 平方公里，49 条车水马
龙的道路，可谓点多面广。怎样在短期内保质保
量，又能将扰民程度降至最低呢？

以往对存量管网进行排查检测， 首先要对
道路“开膛破肚”，再架起一排围挡，修检作业则
要人工深入井底，不仅施工“拖泥带水”，还会阻
碍交通出行，产生大量建筑垃圾。

反观中国化学十四化建的作业则 “轻拿巧
取”，或把管道潜望镜（QV）探入井内，或在管道
里放入一个用绳索系着的小型闭路电视， 就可

以完成“侦察任务”，锁定管道破损的症结。
在车水马龙的芜湖市五华山路施工现场，

只见工作人员打开层层白色薄膜， 将薄膜包裹
住气囊塞入管道内，在紫外灯的照射下，这种采
用浸渍光敏感树脂的软管很快固化在管道里，
形成了新的管道内衬。 约 45 分钟后，工作人员
再次放入小型闭路电视在管道内游走观测，直
到确认管道内壁已顺滑平稳。

这也是中国化学十四化建最新技术 “紫外
光固化修复法”的“首秀”。 项目经理练海钧介
绍，针对不同直径和管材，他们还可以灵活采用
“不锈钢套筒法”“点状原位固化法”等方式巧补
漏洞。与传统大兴土木的方式相比，非开挖修复
模式更像是只对管道做一场“微创手术”，不仅
节省 80%以上的工期、占地面积小、几乎不影响
交通出行，还减少了粉尘噪音，有效降低工程的
造价及筹备成本。

非开挖修复模式在芜湖项目中大显身手，完
成芜湖市 4大主片区排水管线核查与补测共 24.5
公里，并在 2021年度质量月芜湖市总工会组织的
参建单位沟槽开挖支护施工技能竞赛中获得一等
奖，参建员工荣获芜湖市“五一劳动奖章”。

南京：
碧水安澜 明湖一片映天光

阳春三月， 南京江畔桃湖公园的桃花临水
而照，一抹抹红色娇羞可人。 滨水新景观，为南
京江北新区描绘了一幅美丽画卷。

“曾经这里不是这样。 ”前来散步的市民回
忆，桃湖公园原名刘家湖，又叫丁解水库，下游

连接着群英河， 群英河直接流入滁河汇入长
江。 上世纪，这里还是鱼塘，混合承接雨水、生
活污水与农田灌溉水源的排放。 “水质污浊，尤
其夏天味道难闻，一走一脚泥，还生蚊虫。 ”一
位市民说。

2019 年 12 月， 中国化学十四化建承建桃
湖公园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并对桃湖公园开展
“颜值修复”。项目经理黄洪明介绍，团队对原有
河塘进行了清淤和冲洗，并通过水体沟通、截污
排流、 片区雨污分流等多种技术手段改善湖区
水质，打造亲水性的公园景观水系。

生态治水是治水的关键环节，项目团队还在
湖里投放了净化水质的生物菌和鱼苗，修复湖水
生态系统，帮助刘家湖加快“新陈代谢”。

截污纳管、驳岸整治、景观提升……疫情期
间，项目团队日夜奋战、迎难而上，短短 10 个月
的工期里， 建成了 40.7 万平方米的桃湖公园，
解开了“污水围江”的民生困局，把难以“驯服”
的黑臭鱼塘变成惠民的明湖丽景。

谋定绿色战略 描绘生态画卷

在重庆， 石柱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兼具污
泥及餐厨垃圾处理，帮助当地实现污水、污泥、
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全覆盖和水环境质量根本性
改善。

在赣江， 唐江示范镇建设项目通过管网建
设、 景观提升等建设， 将重塑唐江历史名镇荣
光，打造一座扩权赋能、产城融合、乡村振兴示
范镇。

在锦州， 北湖公园项目修复了休闲公园的
水质污染问题，提升了景区质量及安全系数。

在安徽， 十涧湖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通过
新建污水管网， 实现片区内居民生活污水的全
面收集及处理，推动当地实现“水清、河畅 、岸
绿、景美”。

……
治水的文章，还要写下去。
“在建设中一丝不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这是公司坚守的立足点， 贯穿于中国化学十四
化建各条战线上。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传玉介绍，该公司
将与时偕行，做强做好水环境治理，积极服务共
抓长江大保护等重大战略， 以绿色清源的建造
方式， 向环保及水治理等绿色发展方向全速拓
展业务领域。

承接安徽省、 南京市等水环境治理项目并
打造优质绿色工程， 是勇攀高峰迎接全新挑战
的成功尝试。 中国化学十四化建将继续与区域
发展互利共融，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为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树立典范工程， 也努力为中国化学
发挥全产业链优势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

大江向东，从安徽到江苏，这里是长江中下游的黄金水道。
无论“还江于民”还是“与江共生”，总绕不开治水“功在不舍”的重要使命。
守护长江、润泽梦田。 重要的工程项目，少不了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十四化

建”）的“铁军”身影。 从重建一体化水生态系统，到升级“绿净美”的污水处理厂，从创新技术修复“地下血管”，到“丹青
运笔”润泽湿地景观，中国化学十四化建坚定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重要位置，以“厂网河湖岸一体”的治水模式，努
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生态治水、科学治水、系统治水”之路。

无偿献血
“夫妻档”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姜蕊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大事，只希望
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他人。 ”5 月 5 日上
午，和丈夫一起在铜陵市中心血站无偿
捐献了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后，朱和芳
整理好衣袖，一边牵起等在一旁的孩子
的手，一边询问丈夫许小亮感觉如何。

当天捐献完成后，朱和芳已累计献
血 20500 毫升 (含机采血小板的量)，许
小亮献血总量达 17800 毫升(含机采血
小板的量)， 分别位列铜陵市个人献血
总量的第一和第二。 “夫妻两人累计献
血总量达到了 38300 毫升。这对无偿献
血‘夫妻档’令人感佩。 ”铜陵市中心血
站工作人员姚芳说。

朱和芳爱心献血之路始于 2017
年。 那年 9 月，在芜湖繁昌从事餐饮行
业的朱和芳听说社区招募爱心志愿者，
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第一次成功献
血 200 毫升， 战胜了初始的恐惧后，想
到自己的血可以救人，朱和芳就坚持了
下来。

随着对无偿献血了解的深入，朱和
芳于 2019 年开始捐献血小板，“一方面
捐献血小板次数可以更多，另一方面我
个人感觉血小板更能救人救急。 ”在朱
和芳的带动下，丈夫许小亮很快加入到
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几年来，由于工作原因，夫妻俩先
后在芜湖、 枞阳等地生活。 他们走到
哪，就在哪里献血。 “只要过了间隔期，
我俩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献血。 ”朱和
芳说。

“我们听说现在急需 A 型血小板。
我正好符合，所以就提前请了假，一大
早我们就赶来了。 ”许小亮说。

5 月 5 日，夫妻俩献血时，5 岁的儿
子坐在许小亮旁边， 乖巧地看着动画
片， 并不时查看爸爸妈妈插着针管的
手。“没关系的，爸爸妈妈马上就好了。”
朱和芳笑着安慰儿子。

朱和芳表示，今后，自己将与丈夫
一起继续无偿献血。

最美风景，抗疫“淮小红”

2022年 5月 18日 星期三责编/王晓雨 版式/常欢欢 人生百味·企业风采 11

·人间真情·

■ 本报记者 柏松

5月 15日，又一个周末，“淮小红”（淮南市红十字
志愿者）依然无休，坚守在防疫一线志愿服务岗。 又一
轮核酸采样，他们有序引导，忙前忙后；社区管控，他
们把守门岗， 扫码查验……从 3月春天到 5月初夏，
面对淮南市此轮疫情防控，他们一直忠于职守。

一张照片让很多人泪目

3 月 28 日，淮南市启用奥体中心大规模核酸检
测基地，来自省内 6 个市支援淮南抗疫的核酸检测
团队和本市团队共 100 余人陆续到达基地。 后勤要
日夜保供，急需人手。

“组建核酸检测基地抗疫志愿服务队……”当
晚，淮南市红十字志愿者群里一声召唤，志愿者纷
纷报名参战。

在这个核酸检测基地， 志愿者是仓管员、 保洁
员、消毒员、救护员、修理工、搬运工……他们负责基
地所有物资的接货、转运、搬卸、核验、保管、发放、配
送，其中有核酸检测试剂等专业性强、要求高的物品
的保管，还要清理医疗等废物。 大到大型设备、整车
物件，小到 1 个试管、1 瓶试剂、1 只口罩，都要搬卸
并摆放得整齐有序。 日夜保障，不能有丝毫差错。

每天，“淮小红”披着晨光在“大白”到来之前做
好一切准备，晚上在 “大白 ”下班后顶着夜色清理
“战场”。 每天，他们是基地来得最早、离开最晚的队
伍。 他们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一天工作十几个小
时，每人要走 5 万多步。

刚到基地时， 志愿者发现急缺一些急用物品，
便从家里带来电脑、打印机、烧水壶，搬来凳子、冰
柜，开来私家车、三轮车，买来办公用品，保障各项
工作尽快有序运转。

志愿者王刚到基地服务的第一天，发现防疫物资
比较紧缺，便从河南采购了价值13万余元的一批防护
物资连夜运来。 志愿者常照明开了个户外运动小店，
此前刚进了一批1.3万余元的户外运动速干T恤， 准备
在清明、“五一”假期卖个好价钱，看到基地外地来的
“大白”没有夏季衣服，立即把T恤全部拿来送上。

有“外大白”中暑了，志愿者们买来遮阳网给工
作舱和帐篷搭上，准备雪糕、冰块用以降温，摘来新
鲜的草莓给“外大白”尝鲜；看到“外大白”头发长了，
志愿者给他们理发；“外大白”意外受伤了，志愿者们
给他们紧急处理、细心照料……“淮小红”与“外大
白”成了携手战疫的好朋友、亲如家人的兄弟姐妹。

这期间，有一张照片让很多人泪目、心疼。 照片
中，志愿者黄春艳蜷曲在一个纸箱里，只有头和脚从
纸箱里露出，那是她连续忙碌后在短暂休息。她的胳
膊骨折康复不久，她第一批报名到这里服务，每天十
几个小时干下来，胳膊已经肿痛得抬不起来……

“他们的服务最棒的！ 为‘淮小红’点赞！ ”这是
32 天后，离开这里的所有核酸检测团队对“淮小红”
的评价。

“疫情不退，我们不散”

谢家集区淮望社区是个有着 2 万多居民的大
社区，有多个出入口，管控压力大。 这里有一队出了
名的 “老把式”“守门神”“铁将军”———淮南市红十
字会蒋国安志愿服务队的老志愿者们。

先后被评为 2020 年全省抗击疫情先进个人和
安徽好人的老志愿者蒋国安带领的这群年过花甲
的老战士， 拿出 2020 年抗疫坚守 2 个多月的社区
“守门神”的精气神，从 3 月 24 日开始，在社区上岗
值勤，严格管控。

每天早 7 时到晚 8 时，队员们分成 4 个组分别
把守社区的 4 个入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至今没
有一人后退。 78 岁的张全胜和 63 岁的侯兴梅身体
里打着钢板， 坚持不下岗；62 岁身患癌症的陈士琴
没有歇一天；74 岁的蒋国安累倒了住院 8 天， 一出
院又上了岗……淮南市红十字会多次打电话劝老
蒋他们休息几天。 “疫情不退，我们不散。 我们这把
老骨头硬着呢，能挺住！ ”蒋国安说。

田家庵区东苑小区封控期间，好人邦志愿服务
队队长赵友劲等 3 名队员每晚要逐户为 100 多户
居民送生活物资并带走生活垃圾。 小区楼高 6 层没
有电梯。 一栋栋、一层层，志愿者们穿着密封的防护
服，两手拎着数包几十斤重的袋子，一户户送，几个
小时跑下来，全身汗水湿透、腿抬不起来、心脏仿佛
能跳出喉咙。

馨雅苑社区封控期间，一对身着红马甲的老夫
妻格外令人感动。 他们是红十字老志愿者兰如刚和
陈京玉。 帮邻里送菜、拎着喷雾器在楼道里消毒、维
持核酸检测秩序……“我们虽然干得慢些，但也能
做点事，帮帮大家。 ”这对老夫妻说。

“如果我们感染被隔离，别人也会
服务我们”

3月27日，淮南卫校新校区隔离点紧急启用。 在

这里服务与其他地方不同 ，
要实行闭环管理， 服务期
间不能回家， 服务结束
后要按规定隔离 ，一
般志愿者难以适应。

3 月 31 日，4 位
红十字志愿者、“95
后” 姑娘住进了隔
离点， 负责 700 多
名隔离人员一日三
餐送餐等服务。

隔离房间最高 6
层，没有电梯。 她们要
把每顿饭送到 4 栋楼
700 多个房间。 她们一早 5
时许就开始忙活 ，6 时开始送
饭。 一个大箱子装 30 份，50 多公
斤。4 个人一组，穿着密封的防护服，抬
着沉重的箱子爬楼梯，抬不动就化整为零，一趟
趟抱着送……发完餐脱下防护服，有的志愿者就虚
脱了，呕吐不止。 除了发餐，她们还帮助医务人员给
隔离人员测量体温， 帮着消杀组清运生活垃圾、打
扫卫生，一忙就是一个多月。

“每次送饭时看到被隔离人员，特别是孩子在门
上贴出的感谢信、画的画，都特别感动，特别有信心
和力量，那时一切辛苦劳累都觉得值。 ”志愿者朱蔼
敬告诉记者， 隔离人员离开时给志愿者送上很多感
谢信，有的还订送了鲜花。“我是红十字志愿者新兵，
这次是难得的人生考验和成长经历！ ”朱蔼敬说。

银杏苑隔离点启用后，同样急缺志愿者。 本在
社区服务的老志愿者尹如海、张锐夫妻毫不犹豫地
转岗来到银杏苑隔离点， 服务到 4 月 21 日隔离人
员撤离。 他们自己隔离 7 天后，又回到小区的服务
岗。 当得知另外一隔离点需要志愿者且半个月左右
不能回家时，尹如海、张锐又一次转岗。

面对亲戚的担心，张锐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
最需要的地方。 如果我们感染被隔离，别人也会服
务我们的。 ”

一些“淮小红”在服务的同时，还纷纷捐款。
3 月 28 日，中国好人张志敏捐款 1000 元。
3 月 29 日，淮南好人、志愿者苏翔代表自己的

公司捐款 20万元，随后带着几名员工直奔奥体中心
核酸检测基地服务。 得知银杏苑隔离点启用急需购
置基本设施时，他又捐款 5.2万元。

朱士兵志愿服务队动员队员捐赠价值 15 万余

元物资。队员们自驾车将物资一一送到各个卡点。刘
富东志愿服务队队长刘富东开着车带着爱人和儿子
到菜市场采购 4 万余元蔬菜， 送给馨雅苑等 8 个封
控、管控的小区居民和辛苦战疫的“大白”及志愿者。

蒋国安志愿服务队的老志愿者们不会网上捐
款，就利用换岗的时间分 3 批分别骑自行车或步行
来到淮南市红十字会捐款。

生命接力志愿服务队、好司机志愿服务队、淮
河之星志愿服务队、 经开区城管分局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等各志愿服务队一边战疫一边通过网上捐
款……截至 5 月 8 日，淮南市红十字志愿者捐款捐
物 100 余万元。

截至 5 月 16 日， 淮南市红十字会 30 支志愿服
务队、２００００ 多人次志愿者参加战疫服务。

如今，淮南市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状态。许
许多多的“淮小红”依然活跃在战疫一线志愿服务
岗上。

“做核酸啦！”“请排好队、保持距离”“请扫码、出
示证件”……在这座城市，“淮小红”忙碌的身影是
靓丽的风景。

·百姓纪事·

不拿一分钱报酬还常常自掏腰包， 淮南市红十字会 30支志愿服务队积极参加
疫情防控，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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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日前，在淮南奥体中心
核酸检测基地，志愿者黄春
艳蜷曲在纸箱里睡着了。

（淮南市红十字会供图）

▲ ５ 月 ３ 日， 防疫志愿
者在淮南市田家庵区新淮

街道文化社区值守查验。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