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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_E8_AE_BF_E

9_9D_92_E8_97_8F_E9_c41_63601.htm “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

时候，很多在拉萨会场通过电视收看的同志流下了激动和自

豪的泪水。”刚刚从拉萨回到北京的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

副组长、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回忆起７月１日青藏铁路全线

通车时的场景时，非常动情，“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学习和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这是对

青藏铁路全体建设者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在世界屋

脊上修筑这样一条高质量的铁路，是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伟

大壮举。”孙永福说，“青藏铁路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之所以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关键是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实现了三大创新。” 管理创新 搭建先进指挥平台 

青藏铁路总投资３３０.９亿元，历时５年，数万人参与建设

，这样一项重大工程必须有一套科学的现代管理体制。在建

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总目标下，青藏铁路在管理创新方面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孙永福谈到了其中较为突出的几项

： 在公益性建设项目中首次实行“法人责任制”。青藏铁路

是典型的公益性项目，全部投资由国家来安排，实行项目法

人责任制是一种探索。铁道部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青藏铁

路公司，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建设指挥部”，又不同于有限

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是作为项目法人全面负责青藏

铁路的建设实施和经营管理。青藏铁路公司在格尔木设立青

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作为派出机构代表项目法人全面负责

青藏铁路建设工作，按照系统工程原理实行目标管理。２０



０４年６月１９日，铁道部将管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

的兰州铁路局西宁铁路分局并入青藏铁路公司，使青藏铁路

全线建设和运营管理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彻底改变了过去

建设与运营分离的管理模式。 首次建立“五大控制目标”体

系。国内外建设项目管理一般都是强调质量控制、工期控制

和投资控制三大目标，而青藏铁路建设改变了这一传统，在

这三大目标之外，首次增加了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两个

新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改变了

一些传统工程中忽视人文和自然关怀的状况。 在健康安全方

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工伊始就提出了要全力确保队

伍上得去、站得稳、干得好的要求，制定了有效的卫生保障

措施。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设立了医疗卫生部，在全线建

立了三级医疗保障体系，加强职工和民工的劳动保护，采用

先进设备提高效率，实行定期轮休制度，预防高原病和鼠疫

疫情。环境保护方面，始终坚持依法环保、全员环保、科技

环保，建设高原生态环境铁路。青藏铁路开工之前就制定了

明确的环保原则，一是在设计选线时，防止阻断保护区的物

流、能流和基因流，不改变区域地表结构现状；二是在高温

高含冰量冻土及湿地地段，尽量采用桥梁工程通过；三是线

路必须穿越湿地时，要保证湿地的连通性；四是设置足够的

动物通道，满足动物觅食、迁徙、繁衍和种群之间交流的需

要；五是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严格控制施工用地。青藏铁

路首次建立全线环保监理制度，实施建设、设计、施工、监

理分工协作的环保管理模式。 首次实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

全一体化管理。青藏铁路建设中，将质量（攻克多年冻土难

题）、环境（攻克生态脆弱难题）、职业健康安全（攻克高



寒缺氧难题）三个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整合成一体化的综合

管理体系，做到了统筹兼顾、协调一致，从根本上避免了三

个方面的人为分割和一部分管理工作的交叉重复。这在我国

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