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总投资 23 亿
的重要铁路项目，竟被
层层转包、违规分包给
一家“冒牌”公司和几
个“完全不懂建桥”的
包工头；本应浇筑混凝
土的桥墩，竟在工程监
理的眼皮底下，被偷工
减料投入大量石块，形
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调查东北的
一项在建铁路工程时
发现，工程中潜藏的管
理漏洞与质量问题令
人惊心。一条连施工
者都直言“通车后我可
不敢坐”的铁路线，究
竟在哪些环节出了问
题，又在滋生怎样的灰
色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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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公司签承包合同
厨子当施工队负责人
施工者直言“通车了我可不敢坐！”
东北一铁路工程投资23亿，铁路桥墩竟填渣土

【层层分包】
施工队负责人称不懂建桥

曾做过厨师、开过饭店、修过路的农民
工吕天博对建桥一窍不通，然而，2010年 7
月，吕天博却签订了一份“施工合同”，带着
几十名农民工开始修建一项重要铁路工程
的一座特大桥。

吕天博参与修建的铁路名为“靖宇至松江河
线工程”，位于吉林省白山市的靖宇县和抚松县
境内，线路全长 74.1公里，2009年由铁道部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单位为沈阳铁路局。

2009年 6月，沈阳铁路局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中国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九局）中
标，随后将这一工程分割为多个标段，分包给多家建
设公司，而其中一家江西昌厦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昌厦）又将工程包给几个并无资质的农民
工队伍。

吕天博向记者介绍说，江西昌厦承包的工程内容包括头道
松花江二号特大桥、三号特大桥与胜利村隧道等，吕天博自己
负责二号特大桥的施工，而三号桥及隧道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和
他一样，都是没有路桥建设经验的农民工，签订施工合同前，没

人对他们进行过资质审查。
更蹊跷的是，记者在调查此事时，又得到一个匪夷所思的消息：

负责承包该项目的江西昌厦突然于 2011年 9月发表声明，称该公司
从未与中铁九局签订过靖宇至松江河新建铁路项目的合同，并称被
犯罪分子伪造该公司印章承接了该项工程。

【安全隐患】
“这趟火车我可不敢坐！”

更为严重的是，在几座特大桥的施工
过程中，还普遍存在偷工减料问题，由此带
来的质量与安全隐患难以预测。

据吕天博、郑伟等施工人员反映，几座
特大桥在修建过程中，一些原本应全部由
混凝土浇灌的桥墩基座，都被填放了大量
碎石、砂石等混合物，给桥墩留下极大的安
全隐患，而项目经理部却照样签字验收。

在头道松花江 3 号特大桥施工现场，
记者找到一位住在工地附近的李瑞林老
人，问及向桥墩内扔石块的事时，他十分
肯定：“是有这事！在这干活的村里人都
知道。”

三号桥的另一名施工人员柴芳则在电
话中回忆当时的情况：“5、13、8、9、11号墩，
都用翻斗车往里翻石头，哪个都得一二百
方的样子，石块不够用时，连废渣都呼呼往
里推。”她还说：“13号墩就在江心，你要往
下钻（取样检测），（钻下去）不到两米就都
是石头……”

对于这样的工程质量，一位叫丽明的
施工人员更是直言：“他们扔石头，我说千
万别这么整。将来这趟火车通了，我可不
敢坐。”

【问题重重】
“是高层领导介绍进来的”

带着对违规分包和工程质量的种种疑
问，记者先后两次来到工程承包单位中铁九
局和业主单位沈阳市铁路局。

按照合同法和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承包
人不得将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工程肢解
后以分包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
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
位；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
自行完成。然而，中铁九局的转包行为恰恰
违反了这三条规定。

在违规分包中，最令人不解的便是为何
会出现“骗子承包、厨子施工”的荒诞局面。
中铁九局宇松项目部的一名负责人聂喜峰
称：“负责资质审查的是公司的成本管理部，
审查时只是直接看的原件，上面都盖了公
章，并没有用别的方法进行审查，证件全了
就行了。”而中铁九局三公司的一名王姓负
责人则不经意透露了事情真相：“江西昌厦
是沈阳铁路局的一个高层领导介绍进来的，
你说我们怎么审查。”

记者向沈阳铁路局和中铁九局相关负
责人详细反映了宇松工程的问题后，引起其
重视，均表示要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