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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与共和国同龄

筑起新中国第一根旗杆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的历史可追溯至1949年3月成立

的北平市建设局， 是真正与共和国同龄的企业。
作为首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 “北京市政”

曾承建 “神州第一街” 长安街， 先后五次承建天安门
广场改扩建、 长安街大修等工程， 承建了北京二至六
环城市环路， 京通、 阜石等快速路以及复兴门桥、 西
直门桥、 三元桥、 四元桥等80%的立交桥； 承建了北
京第九水厂等90%的厂站环境工程、 北京地铁1号线等
95%的轨道交通线路建设， 完成首都机场改扩建、 北
辰路、 机场二高速等44项奥运配套建设及郭公庄水厂
等南水北调工程。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 ， 在
《义勇军进行曲》 的雄壮旋律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 这是新中国第一面国旗， 现场， 30万人肃立，
抬头仰望， 心潮澎湃。 而此时， 旗杆底下的技术人员
才偷偷松了一口气。 一个按钮， 一条导线， 一根旗杆，
从城楼到广场； 2分钟， 22.5米， 升停与国歌同步。 第
一面国旗升起背后， 是市政人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创造。

1949年8月上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 10月1日， 在
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而广场整修和旗杆建设的
任务， 就落在了北平市建设局的肩上。 工程由当时的
副局长赵鹏飞总负责， 林治远是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
的设计与施工负责人。

1949年的天安门广场荒废已久、 垃圾成山， 最大
的垃圾堆竟有7米多高， 斑驳的城墙上， 子弹孔清晰可
见。 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 建设局派遣了519名施工骨
干和10台当时最先进的蒸汽式压路机， 并组织了5710
名青年开展义务劳动， 与首都市民联手累计清理垃圾
20万吨。

清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杂草； 粉刷全部台柱、 大墙；
修建旗杆和基座； 修建观礼台6座； 整修天安门前玉带
河的栏杆和护墙； 将一对华表、 一对石狮的位置向北
移动并增大间距， 使其靠近玉带河； 平整碾压广场5.4
万平方米； 修建沥青路面1626平方米……为迎接开国
大典， 天安门广场就这样抢时间修整完成。

根据当时的设计， 国旗杆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北
端、 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 林治远接
到组织交办的任务后， 心情无比激动。 按照要求， 旗
杆的高度与天安门城楼应该同等高。 经实地测量， 林
治远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 相当于12层楼房那么高。
如今看来这个高度并不算很高， 制作起来也没有什么
困难。但在刚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林治远找遍了全
北京城也找不到适合做旗杆的材料， 甚至打求援电话
到了上海和武汉， 也没有符合开国大典要求的旗杆。

怎么办？ 如果不说， 谁能想到， 新中国第一根国
旗杆， 居然是由四根不同直径的自来水管制成的呢。
当时， 林治远来到北京市自来水公司， 这是北京城唯
一有钢管的地方。 他在厂房里找到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
来水管， 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 这就成为开国大典
旗杆的雏形。 但是， 长度只有22.5米， 林治远只能将
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经
研究， 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为22.5米！

同样， 在毛主席不彩排的情况下， 在天安门城楼
摁一次按钮就把国旗在国歌结束的时候升到旗杆顶端，
这包含了三大条件： 即能使国旗自动升降、 升旗速度
与国歌演奏时间相一致， 以及国歌奏毕， 国旗正好升
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林治远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
线， 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时埋设的钢管横穿
过长安街， 跨越金水河， 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

上升至城楼当中， 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
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 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
旗的各个部位。 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
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 而这一切，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开国大典！ 人们眼含热泪热血沸腾背后，与新中国
诞生共同载入史册的，是市政人默默无闻的匠心独运。

创造无数个第一

时间见证了这支铁军的辉煌
跨越了激情燃烧的年代， 随着时间更迭， 在国家

发展与变化的历史进程中， 市政人从未缺席！
2013年12月10日， 朝阳公园至枣营站区间双线 、

双区间隧道全部贯通， 宣告盾构穿湖施工顺利完成，
北京第一条长距离水下地铁隧道也由此正式诞生。 那
一刻， 项目经理姜雪强和同事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
来， 有的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建设单位给集团发来
贺电， 称 “盾构长距离不截流穿湖隧道胜利贯通， 是
继北京市政集团在攻克无水大粒径漂卵砾石地层盾构
施工 ‘世界性难题’ 后的又一新突破， 筑起了北京盾
构施工的新里程， 填补了北京长距离穿湖施工的空白，
谱就了北京地铁建设的新篇章”。

翻看资料发现， 北京市政是国内最早从事地铁施
工的企业。 迄今参与了北京95%的地铁线路施工， 累

计建成地铁车站60余座、 隧道及地面区间百余公里；
同时在沈阳、 长沙、 郑州、 乌鲁木齐、 太原 、 青岛、
东莞、 苏州等国内大中城市承担多项地铁车站和隧道
施工任务。 所施工程采用了明挖法、 盖挖法、 铺盖法、
浅埋暗挖法、 盾构法等工法， 涵盖了地铁工程所有施
工工法。

在盾构工程技术方面， “北京市政” 更是成绩斐
然，是国内极少数集盾构机设计、研发、制造、施工、维修
能力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不仅盾构施工技术业内
领先， 而且具备各类盾构机研发、 制造、 维修专业化
队伍和生产基地， 综合配套的独特优势堪称行业翘楚。

1999年， 北京市政引进的中国北方地区第一台盾
构机在亮马河污水管线工程获得成功， 并在国内率先
掌握了在各种粘土地层、 砂质地层、 卵砾石层等复杂
地层条件下， 盾构机安全、 快速、 优质、 高效掘进的
施工方法； 2002年， 第一台6米盾构机进驻北京市政承
建的5号线18标， 标志着北京地铁施工进入盾构时代；
2009年， 在北京地铁8号工程中， 6个月完成8700米盾
构掘进， 并创下单台盾构机日进61.2米、 月进1200米
的国内纪录； 2011年， 在北京地铁9号线03标隧道工
程， 采用自主研发的盾构机， 一举攻克 “大粒径漂砾
石地层盾构施工” 的世界级难题； 2013年， 北京地铁
14号线15标工程， 直径10.22米大盾构成功下穿城市中
心区复杂地层， 实现 “一洞双线” 和大盾构扩挖车站，

再开国内先例； 2014年， 在北京地铁14号线19标工程
中， 在不影响水面面积和水位条件下， 盾构机先后四
次从北京朝阳公园湖下穿过， 累计掘进2.4千米， 填补
了盾构下穿河湖施工的技术空白……

为缓解人口日益密集、 气候日益干旱的北京用水
紧张的问题， 一条由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为起点的
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了。 “南水北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略性工程， 分东、 中、 西三条线路， 东线工程起点
位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 中线工程起点位于汉江
中上游丹江口水库， 供水区域为河南， 河北， 北京，
天津四个省 （市）。 2012年9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
江口库区移民搬迁全面完成。 2013年4月20日 （需核
实）， 备受首都各界关注的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郭公
庄水厂工程正式开工。 这座亚洲第一大水厂， 国内无
建设先例， 无成熟经验可借鉴， 在几名老师傅的带领
下， 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们四处查找资料、 邀请有水厂建设经验的前辈传授
方法， 每天开会碰头交流问题研究办法。 这支年轻的
团队， 不浮夸不急躁， 沉稳踏实精益求精， 在2014年
底前， 按照市政府要求， 郭公庄水厂具备通水条件，
日供水能力50万立方米， 为北京市民送上一份甘甜的
新年礼物。

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 北京市政创造了北京乃至
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诸多第一： 修筑新中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的基座与旗杆； 铺设北京市第一条煤气管线、
热力管线、 天燃气管线、 地下综合管道； 第一座城市
立交桥， 第一条城市环路， 第一座自来水厂、 污水处
理厂 ； 国内第一条直径10.22米土压平衡盾构地铁隧
道、 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亚洲最
大的供水厂 （北京第九水厂）、 第一座地铁斜拉桥； 世
界首条盾构法施工的热力隧道、 第一座 “大盾构” 地
铁扩挖车站以及目前世界最大结构断面地下综合管廊
……70年来， 国内城市重大工程建设与发展史上均留
下了 “北京市政” 人的汗水和足迹。

事实上， 随着市场开发区域辐射不断拓宽， 北京
市政的业务足迹已经遍及国内30余个省市、 自治区以
及伊拉克、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赤道几内亚等海外
地区， 已经构建形成了以核心城市为主力区域的市场
新格局。

“北京市第一”、 “新中国第一”、 “亚洲第一”，
乃至 “世界第一”， 道路、 桥梁、 隧道、 水厂， 一座座
建筑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仿佛一座座丰碑， 无声地诉
说着市政人的付出。

承载使命永不懈怠

70年初心如一
2019年1月11日上午7时36分， 庄严肃穆的升旗仪

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主广场隆重举行。 中
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
人民政府、 北京市政协分别举行揭牌仪式。 北京市级
机关第一批35个部门、 165家单位完成了主体搬迁。

北京城市副中心， 是为调整北京空间格局、 治理
大城市病、 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 也是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
要而提出的。

在城市副中心地下， 集成了所有的水电气等市政
管道， 地面上全面消灭架空线，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
办公基础设施骨架正在这里悄然形成。 政通北路上，
市政府办公楼东侧， 有个写着 “管廊参观示范段” 的
入口， 这是管廊建成后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示范段。
而这些， 正是市政集团建设完成的。

2017年2月17日7时58分， 随着首棵围护桩入地 ，

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04标工程正式开工。 地下三
层八仓结构施工，可双向跑大卡车，又是一个亚洲第一！

可施工中， 由于环境狭窄， 全标段工程几乎没有
标准断面， 每仓均存在分支节点， 是全线施工难度最
大、 技术要求最高的标段； 施工标段地下水位高， 土
质结构松软， 不利于土方开挖， 而管廊基坑需要深挖
至18米， 不仅施工难度高， 而且安全隐患极大； 由于
该地区原有的地下管廊陈旧且复杂， 相对应的设计方
案一变再变， 有时候， 一天就要修改四五次， 严重影
响了管廊施工进度。

2017年10月15日凌晨1时42分， 23仓十字大节点浇
筑完成 ， 综合管廊 04标 主 体 结 构 顺 利 完 成 封 顶 。
职工们三餐都在现场吃， 有时边吃饭边开生产会， 困
了就拉两把椅子靠着靠一会儿 ， 夜里倒着班盯现
场 ， 天天泡在工地的市政人， 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睡
一觉了……

事实上，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之初， 供副中心
全面开工建设后 ， 大区域内车辆通行道路的 “临时
路”， 也是由市政集团修建的。 虽称作 “临时”， 但它
要建设的两年内承受住大区域内所有施工企业大吨位
车辆的高频次进出， 是工程建设的重要基础。

2016年2月19日， 经过前期周密策划， 临时路建设
顺利开工。 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 标准高、 场区占地
严重等各种困难， 在工程前期， 市政集团三处上下齐
心协力， 工程处领导亲临一线指导， 项目部每天召开
生产例会， 沟通解决施工过程中的问题。

短短两个月， 总长6公里、 建设标准高于城市道路
的7条临时路呈现在人们面前； 随后， 为满足北京城市
副中心工程施工的需要， 2016年8月20日， 再次新建了
新11号、 12号两条临时道路和消防站专用通道， 与此
同时， 为完善副中心工程基本服务设施， 进行了1座搭
建瞭望平台及2座摄像平台架施工作业， 项目部全体职
工攻坚克难， 6项工程只用了50余天就全面完工。

如今的北京市政， 拥有各类建筑资质60余项， 其
中特级、 一级资质33项， 涵盖市政、 道路、 桥梁、 轨
道交通、 房建、 水利水电、 机场场道、 机电安装、 环
境工程、 钢结构等专业领域； 6000余名管理人员中专
业技术人员占60%， 其中， 中高级职称人员2000余人，
一级建造师1000余人； 拥有盾构机、 顶管机、 摊铺机、
架桥机等机械设备2600余台套。 北京市政是国内第一
批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大型国有控股
企业， 下辖5个直属工程处和12家子公司， 从业人员
18000人， 总资产230亿元， 具备大型、 特大型基础设
施施工能力。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北京市政具有雄厚的施工科
研能力， 专门设立了科技创新中心 、 BIM研发中心 ，
拥有一批国家级和业内顶级专家， 形成了一大批国家
级和省部级工法、 专利、 行业标准等技术规范与科研
成果。 近5年， 累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300
余项， 取得知识产权和专利260余项。

“北京市政历史就是北京现代城市发展的历史，
城市道路、 污水厂、 自来水厂， 都是市政集团建设的，
说白了就是修桥铺路， 为老百姓服务， 为城市发展服
务。” 市政集团总经理汪波说， “电影 《我和我的祖
国》 第一个故事讲得就是旗杆的故事， 作为市政人，自
然而然有一种自豪感。 从历史延革下来， 从新中国成
立初期， 到改革开放， 再到新时代， 70年来， 市政人
为市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变。”

（本版图片均为北京市政集团各个时期建设的重
点工程项目）

时时间间铭铭刻刻着着你你们们的的付付出出
———北京市政集团与国同行70年

正在热映的主旋律大片 《我和我的祖国》 中黄渤主演的 《前夜》， 讲述了一位平凡的工程师为了确保
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能够用电动升旗装置顺利升起， 他历经千辛万苦、 争分夺秒做升旗实
验的故事。 这一故事取材的就是北京市政集团第一批创业者的真实经历。 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建设
企业， 70年来风雨兼程， 创造了北京市政建设和新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数不清的 “第一”。 时光荏苒， 他们
曾经奋力拼搏的背影或许已经有些模糊， 但北京市政人勇担使命的初心却始终闪亮———

我和我的祖国

1949年， 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基座

2000年， 北京三环路国贸桥

2019年， 轨道交通大兴国际机场线

资料图

2008年， 奥运工程———北京成府路

2014年， 世界首座大盾构扩挖车站———北京地铁14
号线将台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