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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设年鉴2005》是由建设部办公厅组织编纂的一部综合反映我国建设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大型文
献史料性年刊和权威性的工具书。
按年度编纂，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可靠，有很强的权威性、政策性、指导性，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为地区和行业规划发展提供借鉴，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建设情况提供信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实用价值、收藏价值。
《中国建设年鉴（2005）》卷内容分七个部分：（一）建设综述；（二）地区概况；（三）法规政策
文件；（四）重要文献；（五）社团纪事；（六）统计资料；（七）建设大事记。

建设综述，主要概要记述全国建设领域各行业、专业的工作成就、改革与发展举措等情况。

地区概况，记载地方建设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就。

法规政策文件，主要刊登国务院、建设部、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颁发的建设法律法规、政策性规范性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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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志峰，男，生于1946年12月，江苏常州人。
先后任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党委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建设部副部长、
党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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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六次提速工程安全快速推进。
胶济线电气化、陇海线郑徐段电化、浙赣电化、兰新线武嘉段电化、武九线扩能、宣杭复线、兰武复
线等建设项目，技改标准高，工程实施难度大，设计、施工周期短，设计单位调集精兵强将集中进行
现场勘测设计，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努力快速提供设计文件，满足施工需要；建设单位加强组织，
强化管理，主要领导亲自负责，努力突破征地拆迁难题，协调运营施工组织，调整列车运行图，给施
工创造条件，确保运输安全和施工正常展开；施工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管理，精心组织，全力以赴，
第六次提速工程在繁忙干线换边拨接施工上千次，既保证了运输安全畅通，又做到施工快速有序推进
，这是参建各方科学组织、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苦干实干的结果，体现了较高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水
平。
乌鞘岭特长隧道岭脊会战艰苦卓越，参建单位以必胜的信念，科学组织，顽强拼搏，攻克了高和极高
地应力带来的大变形、大涌水等难题，工程建设已取得了重大突破，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
·收尾销号和项目验收工作按期完成。
粤海通道（海沙段），宁西线西合段，胶新线，宝兰复线，满洲里口岸站，绥芬河口岸站，成都至青
白江复线，忻河电化及河东联络线，二连口岸站及集贲扩张，北京站扩能改造，兰新线防风及提速改
造工程，成昆线昆明客站，朔黄线等13个项目的收尾销号工作按期完成，达万铁路，神延铁路，阳涉
铁路一、二期工程，水柏铁路，长荆铁路，广大铁路，西康铁路秦岭Ⅱ线隧道7个项目按期竣工验收
；宁启线林场至扬州，粤海通道海南西环线2个项目初验投产。
积极推进前期工作。
刘志军部长亲自带队和部署与上海、广西、云南、浙江、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广东、
内蒙、山西、河北、安徽、新疆、江苏、河南、福建、陕西、宁夏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签订了铁
路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在征地拆迁、扩大融资渠道等方面取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经多方共同努力，武广、郑西、石太、京津、合宁、武合、温福、福厦、甬温客运专线和沪汉蓉大通
道等37项重点工程可研报告已经国家批准。
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抓好协议的贯彻落实，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敦煌铁路、昆明集装箱中心站、大
秦线2亿吨扩能电气化配套工程、大理丽江铁路、合肥南京铁路试验段等23个项目，已开工建设。
【更新建设理念初见成效】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务实创新，努力打破旧传统、低标准、老规
范的束缚，铁路建设参建各方认真贯彻落实部党组提出的铁路建设新理念。
落实以人为本，铁路建设以安全、便捷、舒适为目标，适应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增加了方便旅客出
行的设施，高站台、无站台柱雨棚、残疾人通道等得到了重视和推广，改善了旅客乘车环境。
为保证运输安全，方便沿线群众生产生活，新建级铁路取消平交道口，既有铁路干线平交改立交强力
推进，建设工程的环保、水保和便民措施受到了广泛重视。
围绕服务运输，铁路建设急运输需要之所急，对运能紧张区段进行电化、扩能改造，组织了大秦线扩
能电气化改造快速配套，兖州北环线百日建成，.第六次提速工程建成一段、投产一段；加快新线建设
步伐，宁西线西安合肥段提前半年建成投产，分流货物列车20多对，缓解了陇海线运输压力，增强了
东西部通道能力。
建设质量的用户评价机制正在逐步建立。
贯彻强本简末，铁路建设树立综合成本观念，大力加强线路基础工程，隧道、桥梁、路基的建设标准
全面提高，工程技术措施普遍得到加强，对不能满足提速要求的干线桥梁进行加固。
同时，为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大规模调整生产布局，压减不必要的生产生活房屋和辅助设
施，提高了建设资金的利用效率。
实现系统优化，铁路建设增强工程设计的系统性研究，加强了相关专业的协调配合，努力协调运输系
统占线能力的优化配置，重视项目决策与实施、站前与站后工程、固定与移动设备、既有资源与新增
能力的协调匹配和完善，尽可能的释放运输能力；路网的系统效率优势进一步得到增强。
体现着眼发展，铁路建设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从工程项目在路网布局中的地位，运输组织中的作用
，地域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综合考虑，正本清源，对束缚运输发展，技术已落后的标准设计图清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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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标准，重视工程质量强度指标的同时，加大了成本寿命期的耐久性研究，
工程技术、管理技术的科研攻关得到了高度重视，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为提高
工程质量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运输生产的发展拓展了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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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设年鉴2005》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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