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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我们”）欣然发布黔西南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项目（以下简

称为“本项目”、“兴义环高”）影响力报告（以下简称为“本报告”）。本报告系统评估了本项目在设计、施工、

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环节中的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影响，展示了我们如何在 ESG 目标导向下，通过科学高效、

技术先进的管理举措，最大程度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

本项目所在的兴义市位于贵州省西南部，该区域生

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类较多。兴义市国土面积 29.11

万 公 顷， 森 林 面 积 17.66 万 公 顷， 林 地 覆 盖 率 高 达

60.7%，区域内野生动物 542 种，植物 3,913 种。  

贵州省兴义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是贵州南部重要的旅游枢纽。境内有 3 个国家级、7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 个省

级自然保护区、1 个国家地质公园和 15 个布依族民俗村寨。
黔西南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被誉为世界最美喀斯特峰林公路，全长 62.5 公里，环国际山地旅游城市——兴义市南侧，

沿线经过喀斯特典型的峰林区域，连接世界地质景观马岭河峡谷、万峰林，贵州龙国家地质公园和布依族传统村落楼

纳村。

兴义环高是贵州省“十三五”期间《贵州省高速公路加密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线起于义龙新区磨盘山，

与已建成通车的晴兴高速公路对接，接线处与汕昆高速公路交叉，经楼纳、丰都、则戎、敬南、洒金，止于兴义

西北破古，利用既有汕昆高速公路兴义西互通位置新建枢纽立交并形成交通流转换。

线路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km/h，路基宽度 24.5m。全线设桥梁 21,868m/64 

座，隧道 12,274m/26 座，桥隧比为 56%。在磨盘山、楼纳、丰都、景峰、敬南、洒金、兴义西共设互通式立体

交叉 7 处，新增收费站 5 处，改造 1 处；设置服务区 1 处、停车区 1 处。本项目于 2019 年 1 月 4 日全面开工建设，

于 2021 年 3 月 1 日通车运营。

项目概况

本项目实景图及地理位置图

本项目周边的环境资源

本项目周边的风景名胜区和生态资源

本报告的地理范围涵盖本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以下简称为“报告期”）涵盖本项目所有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营（截至

2022 年底）阶段。

我们参照国际及国内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标准和政策法规体系编制本报告，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可持续性会计标准委员会（SASB）工程与建设服务行业标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

（CASS-ESG 5.0），以及全球房地产可持续性标准（GRESB）。

本报告遵循实质性、完整性、准确性、平衡性、清晰性、可比性、可靠性和时效性的报告原则，所披露数据全部来源

于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原始文件记录，经公司管理层审阅和批准，保证本报告所披露信息真实有效、不偏不倚。

报告范围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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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环高经过生态环境敏感的喀斯特峰林区域和布依族传统村落。本项目秉承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尊重少数民族

生活传统的原则，采用生态选线、人文选线和绿色建造新技术，有效降低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取得了直接

的生态环境效益。集成应用二十多项绿色技术，打造绿色示范工程。建成后兴义市区交通拥堵同比缓解达 50%，游

客同比增长率为 65.5%，助力沿线约 30.15 万人脱贫致富。在促进过境交通流和城区间高效便捷衔接、旅游、乡村

振兴等方面实现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建成了一条将工程与自然、人文环境完美融合的高速公路。

兴义环高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人文资源，公司在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全过程中感激自然的馈赠。道路选线和工程建设

融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大程度规避本项目的外部负面影响，同时积极为利益相关方创造正向价值。于本项目开展

之初，我们提出了“筑路融于自然”、“筑路承载人文”以及“筑路促进发展”三大项目理念，树立以“绿·美”建

造生态公路的新方向。

项目理念

筑路融于自然

本项目有 19 公里的路段穿越坡岗自然保护区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本项目穿而不占，在为当地少数民族提

供便利交通的同时让出生活空间。

本项目的建成，完善了当地的路网，服务于周边县市 200 余万人的快速出行，促进了黔西南州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

筑路承载人文

筑路促进发展

利用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隧道安

全环保进出洞技术等 20 项先

进技术工法，减少了建材消耗，

高效利用资源。并通过水资源

循环再利用、就近使用材料等

措施严格保护生态环境。

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高速公路绿色建造
科技示范工程示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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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考了国际领先的工程管理实践，从项目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出发，以 ESG 为抓手，借助重要性评估方法，搭

建了一套完善的公路项目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包括 ESG 战略模型、ESG 管理架构等要素。

我们重视来自各界利益相关方的声音，主动了解内、外部利益相关方对本项目的建议和诉求，畅通沟通渠道，保持

紧密联系，为实现互利共赢、创造共享价值贡献力量。

ESG 管治

重要性评估

利益相关方沟通情况

利益相关方类别 利益相关方 诉求与期望 沟通渠道

外部

政府部门

品质工程

清洁技术研究与应用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

实地调研

质量检查

示范工程评选

同行企业
创新

产业价值创造

技术推广

观摩研讨

交流合作

当地社区居民
社区贡献

集约用地

意见收集

当地雇佣

志愿者活动

分包商、施工人员
安全与健康

材料采购与资源效率

采购程序

安全培训

定期会议

内部

承建单位

品质工程

风险管理

商业道德 内部会议

沟通邮件

工作检查

意见反馈

审核评估

建设单位
能源与碳排放

污染防治

设计、监理单位
品质工程

集约用地

运营单位
水资源管理

能源与碳排放

重要性评估结果如下图所示。位于矩阵右上角象限的议题是高度重要性议题，共 8 项，包括“清洁技术研究与应用”、“安

全与健康”、“品质工程”、“能源与碳排放”、“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集约用地”、“风险管理”和“创新”。

位于矩阵的左上角和右下角象限的议题是中度重要性议题，共 4 项。位于矩阵左下角象限的议题是低度重要性议题，

共 2 项。

我们在日常沟通渠道之外，组织开展利益相关方问卷调查，以评估本项目最关切的重要性议题。评估步骤如下：

本项目 ESG 重要性矩阵

 ESG 议题初步筛选： 利益相关方意见收集： ESG 议题重要性评估： ESG 重要性议题确认：

参考政策法规、披露标准、

项目实际、同行表现和评

奖要求，初步筛选出对本

项目最相关的 ESG 议题，

建立 ESG 议题库。

与第三方顾问公司合作，

向利益相关方发放线上调

查问卷，了解各方对 ESG

议题重要程度的判断。

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定量

分析，将议题分为高度、

中度、低度重要性三个类

别。

公司管理层对重要性评估

结果进行审阅和确认，并

将此结果作为项目管理和

信息披露的依据。

步骤一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安全与健康

能源与碳排放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

清洁技术研究与应用

集约用地

风险管理材料采购与资源效率

水资源管理

高

高

产业价值创造

环境议题
社会议题
治理议题

对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重

要
性

对本项目的重要性

商业道德

社区贡献

污染防治

创新

品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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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管理贯穿
项

目

         全生命周
期

本项目 ESG 战略模型根据重要性评估结果搭建，系统性地梳理了本项目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管理要点，包括“气候

友好”、“生态为本”、“环境优先”、“绿色引领”4 个环境主题；“造福社会”、“卓越交付”2 个社会主题；

以及“科技示范”、“稳健运营”2 个管治主题，称之为“兴义环高彩虹桥”。8 大主题指导项目团队将 ESG 相关工

作融于项目日常管理程序之中，推动本项目价值创造成果达到新高度。

本项目搭建了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科学高效的 ESG 管理架构。公司管理层担任 ESG 事宜的决策和监督角色，ESG

领导小组担任 ESG 工作的部署和协调角色，而 ESG 实施小组担任 ESG 工作的执行角色。扁平化的三层级 ESG 管理

架构保障了各项 ESG 事宜的快速传达和有效推进，实现了本项目 ESG 价值的全面有序提升。

ESG 战略模型

ESG 管理架构

本项目 ESG 战略模型

黔西南州兴义
环城高速公路项目

本项目 ESG 管理架构

ESG 目标的订立是指导、监管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前提。我们在环境、社会以及管治领域确立了 10 项与本项目业务成

果紧密相关的 ESG 目标，将 ESG 价值创造的使命贯穿于本项目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配合一系列具体行

动，取得了理想的管理成效。

投资 ESG 相关项目 / 决策 ESG 事项
监督 ESG 影响 / 披露 ESG 信息

管理、分解 ESG 目标 / 考核 ESG 绩效
倡议 ESG 项目 / 汇报 ESG 工作

建设 ESG 相关项目 
执行、协同 ESG 工作 / 记录 ESG 数据

目标与亮点

本项目 ESG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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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

ESG 领导小组

ESG 实施小组

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兴义环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贵州省兴义环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6 个职能部门

填挖平衡

运营期每年节省用电 > 100 万 kWh

土地资源节约 > 100 亩

500km 内就地取材比例 > 90% 授予专利 > 15 项

技术交流活动 > 15 次

科研投入 > 6,000 万元

保护沿线少数民族传统生活区

为当地提供就业岗 > 1,000 个
水资源节约 > 20%

环境目标 社会目标 管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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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ng in ESG-related projects / Decision-making on ESG matters
• Monitor ESG impact / disclose ESG information

The Board
Guizhou Highway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 Manage and decompose ESG goals / assess ESG performance
• Initiate ESG projects / report on ESG work

ESG Leadership Group
Guizhou Highway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Xingyi Ring Expressway Project Company

• Carry out ESG-related projects
• Execute and coordinate ESG work / record ESG data

ESG Working Group
Xingyi Ring Expressway Project Company

6 functio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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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 ESG 亮点

贵州省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贵州省公路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

公路交通优秀设计一等奖 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状

环境

社会

管治

节约占地 61.2 万平方米，土地占用减少 10%，基本实现 57 公里挖填平衡，建设阶段表层表土回
收率达 100%

采用桥梁下部结构高桩承台、隧道零仰坡洞口设计等技术，减少挖方约 15 万方，减少破坏植被 4.7
万平方米

隧道、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布设分布式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年平均发电量 1,520 万千瓦时

减少碳排放 12.43 万吨

水资源节约 30%

保护地表水系，设置了 85 处涵洞，6 处桥面径流收集池

运用新施工技术，水泥用量减少 1.4 万吨，水用量减少 5.6 万吨，砂用量减少 4.5 万立方米，利
用隧道弃渣 5.0 万立方米，节约 30% 以上时间，提升路基填筑速度 20% 以上

在 69 处敏感地点设置隔音屏障等措施，控制噪音

使用 12 套地下综合处理机组处理服务区及停车区的生活污水

使用 9 套土壤入渗系统生产农用肥料，无有害排放

500 km 内就地取材比例达 97%

造福沿线居民 100 万人

工程完工后 61 公里施工便道硬化和修复后提供给当地居民使用

建成后兴义市区交通拥堵同比缓解达 50%

游客同比增长率为 65.5% 

助力沿线约 30.15 万人脱贫致富

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建设期约 1,200 个，运营期约 170 个

完成了涵盖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维等方面共 20 项关键清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桥梁上部结构采用装配化、标准化结构，实现桥梁工业化建造

授予专利 17 项

举办技术交流活动 16 场

实际科研投入 6,327 万元人民币



3.Environment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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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环高环兴义市（国际山地旅游城市）南侧，经过喀斯特典型的峰林区域，生物多样性丰富，途经 3 个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7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4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5 个布依族民俗村寨以及兴义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世界

最美峰林公路”。

本项目秉承“生态为本”的原则，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编制了本项目《绿色

施工实施规划方案》，不断丰富和实践生态保护理念。

本项目所在地贵州省是全球喀斯特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因其渗透强

烈，土壤侵蚀强，植被易受破坏等特点，导致生态系统脆弱、人均耕地

少。公司秉持“生态选线”原则，在选线时尽可能顺应地貌，减少对于

耕地的占用和土方挖填量，本项目节约占地 61.2 万平方米，土地占用减

少 10%，基本实现 57 公里挖填平衡。

本项目区域物种丰富，涉及动物种类 542 类，植物种类

3,913 类。为维持本项目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避

免植被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公司在工程设计、施工

阶段采用了一系列减缓和修复措施，减少土方挖掘面积

15%，减少植被破坏面积 4.7 万平方米。

为保护野生动物迁徙，本项目共修建跨线桥 64 座、隧道

26 座，并在全线 14 座大桥、71 处陡坡应用高桩承台技术、

在 26 座隧道应用零开挖进出洞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扰动。

本项目应用 BIM+GIS 仿真设计及全寿命周期多因子、多方案比选，选择造价高 5,292 万的隧道方案避免对楼纳

村寨的分割和占用村民世代生活的农田。项目 K11+100 ～ K16+500 段 ，原计划占用基本农田 210 亩，破坏原

始地形地貌，分割三个村寨的用地和出行。生态选线后节约基本农田约 180 亩。项目 K18+200 ～ K31+000 段，

初步设计纵向穿越正在建设的“天下山水项目”。生态选线后长隧道方案比初步设计增加投资 1.2 亿元，但避

让了马岭核心景区和城市道路的交叉。

临时、永久设施建设综合考虑实现集约用地，如先期建设运营中心作为公司办公地点（左）、红线内建设预

制场（右）等。

生态为本

集约用地

生物多样性与栖息地

本项目节约占地 

61.2 万平方米

土地占用减少 10%
基本实现 57 公里挖填平衡

生态选线效果

“永临结合”集约用地

高桩承台（左上、右上），隧道零开挖进出洞技术（左下、

右下）减少对生态环境开挖、扰动

石漠化高陡岩质边坡植被恢复及三联生态防护技术改善生态环境

工可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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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国家重点战略决策，认真执行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节能减排降耗的方针政策和有关

规定，在设计、施工、运营各个阶段积极应用节能技术，同时建立低碳排放体系，细化各个施工区域能源利用和节

约管理指标，有效控制和降低碳排放，力求在技术、财务可行条件下，达到碳排放及能源消耗最小化。

经核算，兴义环高建设共节约能源 36.7 万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2.4 万吨，具有显著的节能低碳成效。

气候友好

本项目节能低碳措施

设计

运营

施工

高挖方路段尽量以短隧道形式通过，减少大开大挖，降低施工能耗和碳排放

减少对红线外生态的破坏和基本农田的占用切割，最大程度保留森林和农田碳汇

隧道、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布设分布式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年平均绿色发电量 1,520

万千瓦时

隧道应用光感条件下智慧照明管控技术，节能效果提升 20%

全线 240 万平方米使用机械发泡温拌沥青混凝土技术，节能 14%，降低 60% 二氧化碳

排放

通过搭建公路施工能耗统计监测平台，实施基于碳排放监测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兴义环高建设共节约能源 

36.7 万吨标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2.4 万吨

能耗统计监测平台

绿色运营：分布式综合智慧能源系统（左），智慧照明管控技术（右）

环境优先

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专门制定了规范节材、节地、节水事宜的《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完成时间、

责任人，并形成作业指导书，编制《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筑垃圾再生利用制度》等文件明确设备、物料管理制度，

同时通过大量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善施工环境，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

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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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资源节约管理措施 本项目资源利用管理指标及完成情况

节水与水资源管理

节地与施工用地管理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保护场地四周原有地下水形态，减少抽取地下水

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的生活用水节水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并张贴节水标识

施工中采用 T 梁场全自动定时养生循环水喷淋系统、高墩养生循环水系统等先进节水工艺

拌合站设置三级污水沉淀池，出水用于洒水降尘及洗轮池，并设立水循环再利用系统

运营期，对服务区、停车区的生活污水采用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

各项目部及临建设施根据场地条件、合理布置现场临时道路、加工场地、材料堆放场地并根据工程进度动

态管理

施工场地周围修建截排水沟，并植草绿化减少水土流失；利用荒地作为临时弃土场

临时办公和生活用房采用结构可靠的多层轻钢活动板房、钢骨架多层水泥活动板房等可重复使用的装配式

结构

根据就近原则，主要材料就地取材，90% 以上的主材运距控制在 500 km 以内

建筑余料合理回用

分类 目标 完成情况

节水与水资源管理

办公、生活区耗水量 < 500,000m3

生产作业区耗水量 < 750,000m3

节水设备（设施）配置率 > 90%

√

√

√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钢材废料回收利用率 > 50%

砼回收利用率 > 50%

土石方回收利用率 > 80%

木材消耗 < 40,000 m3

就地取材距离 500 公里以内材料占总量的比率 > 90%

√

√

√

√

√

节地与施工用地管理 施工绿化面积与占地面积比率 > 1% √

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左上）、分岔隧道连拱段独立双洞法修筑技术（右上）、粗填料高路堤强夯控制技术（左

下）、修建截排水沟防止水土流失（右下）

本项目依据“环境优先”方针，系统开展环境管理与污染控制工作，公司内部制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环境保护）

实施方案》，对环境保护重、难点深入分析，制定详细保障措施，杜绝环境破坏与污染事故的发生，切实保护自然

生态环境。

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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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施工期的施工车辆、机械设备的尾气排放、扬尘、噪声、污水等环境监测指标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钢材、

混凝土等可回收施工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达到既定目标。

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回收再利用

建筑材料包装物回收率达到 100%

现场进出口设置全自动洗车机清洗车辆

隧道内安设雾炮机进行降尘

高空垃圾清运采用封闭式管道或垂直运输机械完成

电焊烟气通过进场焊丝焊条质量监控确保排放达标

工程污水和实验室养护用水经处理后循环使用

现场设置噪声监测点，实施动态监测

施工现场设置隔音墙

建筑垃圾

扬尘治理

废气排放控制

污水排放控制

噪声与振动控制

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隧道雾炮车除尘（左）、敏感地点设隔音屏障（右）

施工废弃物回收利用：料场废料用于涵洞台背回填（左）、料场废料用于路基填筑（右）

绿色引领

秉承“绿色建造，科技引领”的理念，本项目在高质量发展背景和环境约束的条件下，思考在喀斯特石漠化及环境

敏感区实现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公司根据交通运输部指示文件建立绿色建造科技示范现场工作小组，完善示范工

程项目《管理工作大纲》《活动工作方案》等管理文件，探索性提出了一整套“施工、处置、利用”的绿色建造技术，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建造工程实践，最大程度降低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在工程实践中完成了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维共 20 项关键清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形成的标准规范、

技术指南等科技成果在国内外公路建设行业广泛推广使用。

基于零弃方理念的动态精细化设计技术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景观仿真技术

块片石自密实混凝土施工技术

机械发泡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

喀斯特山区陡坡地段桥梁高桩承台设计及施工技术

特大桥索塔预应力混凝土横梁预制装配化成套技术

喀斯特石漠化山区隧道零仰坡进出洞技术

高速公路分岔隧道连拱段独立双洞法修筑技术

隧道超欠挖数字化控制技术

喀斯特岩溶隧道突水突泥防治技术

隧道预制装配式仰拱结构快速施工技术

煤系地层瓦斯隧道安全设计及施工技术

石漠化地区高速公路滴灌自动化控制技术

喀斯特山区高速公路路基边坡风险管控技术

基于碳排放监测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技术

隧道新型节能光环境及控制技术

耗能统计监测技术

基于 DFLED 新型灯具低位照明与光伏供电的公路隧
道绿色照明技术

大数据管理平台

基于光感条件下隧道智慧照明管控技术

高速公路粗填料高路堤强夯控制技术

石漠化高陡岩质边坡植被恢复及三联生态防护技术

开展的 20 项关键绿色创新技术

绿色设计

路基

桥梁

路面

隧道

信息化

绿色运营

绿色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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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交付

兴义环高地处典型的锥形喀斯特地貌区，地形变化大，跨越地貌单元多，桥隧比高；公路沿线经过贵州龙遗迹、马岭

河国家地质公园、万峰林风景名胜区等国家级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生态保护要求高；沿线城镇化水平高，互通

密集，拆迁量大、协调难度高。面对考验，建设之初，兴义环高就以创建“贵州交通强国品质工程建设试点”为目标，

统筹策划项目全过程。

项目团队将管理、设计、施工和运营作为一个整体统筹策划，通过调研兴义环高项目特点，分析新政策、新要求、

新标准等，统一各项工作的管理目标、阶段计划和职责分工，明确“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谁来做”责任体系。

从开工至交工验收，兴义环高管理体系紧紧围绕项目前期统筹策划，实现有条不紊运转。

本项目基于全生命周期建设理念，围绕“绿美建造”和“科技示范”

两大亮点进行品质工程创建，统筹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成功应

用了公司多年积累的一系列绿色施工工艺，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

列品质保障、高效施工、安全耐久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应用 

推广。

项目建设通过设计、施工组织和资源调配，诠释了“最大限度保护、

最小程度破坏”的绿色建造理念，基本实现了 57 公里 0 弃方（无取、

弃土场）目标，这在贵州乃至全国高速公路建设中都十分罕见。本项

目荣获品质工程考核优秀项目等一系列奖项和荣誉。

兴义环高积极承接贵州省内外建设项目的观摩交流，包括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观摩会、贵州省交通质监局交流会等。

品质工程

本项目品质工程质量管理措施

统筹规划

管理类型 管理措施

绿色设计

内部管理

科技示范

“永临”结合，提前修筑运营中心，以达到节约用地与项目管理成本的双重效果。

合理布局全线土石方、料场、拌和站、预制场、施工便道等临建设施，努力实现资

源节约最大化。

统筹策划征拆方案，为一线施工创造良好环境。

合理制订倒排工期，精心组织施工进度。

将“安全舒适、节约投资、环境友好、景观优美”的绿色设计理念贯穿于选线工作中，

准确把握技术标准，合理运用技术指标，严格控制建设规模，认真勘察、科学比选、

精心设计，有机结合工程安全与集约节约。

节地选线，减少农田占用。

生态选线，绕避核心景区。

统筹选型，力争挖用平衡。

落实工程责任主体，签订目标责任书。

红黄牌管理制度，严把安全和质量关。

以科技示范带动技术创新。

紧扣“微”主题，开展创新 50 余项。

开展质量控制（QC）攻关，提升工程品质。

获品质工程相关奖项

品质工程观摩、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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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本项目严格按照《公路工程施工工艺及施工安全作业标准》施工，与各建设单位签订“安全质量管理

目标责任书”，严把工程安全和质量关。本项目编制了一系列安全与健康管理制度，包括《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危

险、废物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办法》等。

本项目在现场危险设备、危险地段、有毒物品存放地配置醒目安全标志，施工中采取有效防毒、防污、防尘、防潮、

通风等措施，并加强人员健康管理。项目现场设有医务室，常备消炎、解暑、感冒等药品和其他安全防护、救援物资，

我们联系社区医院，定期为现场施工人员体检。

本项目有 19 公里的路段穿越坡岗自然保护区，占全线路长度的 30.4%，此地是布依族、苗族、黎族、汉族等多民族

村落的聚居地，有 73 处村落，9,032 人居住于此。兴义环高从设计之初就秉承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传统的原则，最大

限度地保护村民传统生活区。设计选线时选择 5,292 万的隧道方案，以避让传统民族村落楼纳村。本项目承载人文、

穿而不占，为原住民生活让出空间，融于地方相得益彰。

兴义环高的建成，完善了当地的路网，实现了高速与地方公路近距离互联互通，服务于周边县市 200 余万人的快速出行，

缓解了兴义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本项目为当地提供就业岗

位约 1,370 个，其中建设期约 1,200 个， 运营期约 170 个。兴义环高的建成通车，不仅带动沿线产业发展，还串联

起周边的景区群和特色小镇，使兴义市游客量井喷式增长，助力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推动兴义市乃至黔西南州经济

社会发展。此外，为实现乡村振兴，公司还积极组织支教活动、产业帮扶等公益活动。

本项目围绕安全、经济等设计理念，梳理公司以

往建设工程施工作业难点和质量安全痛点，开展

一系列革新工作。由此，本项目获得诸多相关荣

誉，包括贵州省公路水运工程 2020 年度工程质

量安全技术“微创新”成果、贵州省交通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局平安工地建设“示范单位”称号等。

安全与健康

二衬台车反光标识

配电柜反光标识

人员体检

医疗及安全物资储备室

沿线景区分布图 公司支教活动

获安全相关奖项

造福社会

兴义环高为沿线景区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沿线景区的旅游发展，有利于提升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

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举办中国顶级赛事——中国自行车联赛。

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兴义站）开幕式





31 32黔西南州兴义环城高速公路项目影响力报告 治理影响

科技示范

兴义环高面临着地形条件复杂、地质灾害多、石漠化分布广、生态环境脆弱等诸多建设挑战，为此公司开展了多项科

技创新，以品质工程创建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采取标准化建设、精细化施工，积极创新推广“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产品”四新技术应用， 旨在解决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建设高速公路存在的技术难题。

我们成立了科技示范工程领导小组及专家组，制定《科技示范工程实施方案》《科技示范工程管理大纲》《科技示

范工程奖惩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筹集科研经费 6,327 万人民币，从组织、制度和经费层面充

分保障了我们顺利、广泛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本项目策划了节能低碳、高效施工、安全耐久、生态环保等领域共计 20 项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成果推广应用，并发起

通过小投入、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解决工程难点和痛点的“微创新”专项行动，通过大规模

推广成熟技术和进一步研发创新技术，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喀斯特山区绿色建造技术成果及实施经验，对

支撑贵州省交通强国试点建设，服务喀斯特山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4 月，兴义环高被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纳入科技示范项目。

创新

本项目的科技创新技术

节能低碳

高效施工

安全耐久

生态环保

山区索塔横梁预制安装技术

隧道装配式仰拱施工技术

分岔隧道连拱独立双洞法修筑技术

机制砂块片石自密实混凝土技术

泡沫温拌技术

光伏照明技术

机械发泡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

煤系地层瓦斯隧道安全设计及施工技术

喀斯特山区高速公路路基边坡风险管控技术

山区公路绿化植物选型标准

绿化滴灌智能养护技术

三联防护

科技创新领域 创新技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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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跨马岭河峡谷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峰林大桥，桥全长 1,164m、主跨长 550m，是我国山区首座大跨径钢混结合

梁悬索桥。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开创性地应用特大桥索塔横梁预制装配化成套技术，喀斯特山区陡坡地段桥梁高桩承台技术等

多项先进工法，避免了对喀斯特峡谷脆弱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高效安全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本项目对于推进我国山区桥梁预制装配化水平，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兴义环高得到了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等上级单位的高度认可，项目积极承接贵州省内外建设项目的观摩交流，共开展

技术交流 16 次，其中跨省域技术交流会 7 次。

此外，兴义环高被评为贵州省绿色施工示范工程，荣获贵州省公路学会科学技术特等奖，公路交通优秀设计一等奖

等 50 项荣誉，这些认可不仅体现了项目团队的天赋匠心和传承创新，更成就了“绿美建造·科技兴环”的品质。

兴义环高曾 4 次亮相“学习强国”平台，获得《新闻联播》《朝闻天下》和贵州卫视的关注报道，被新华网、人民网、

央广网、搜狐、贵州日报、多彩贵州网等 10 余家主流权威媒体争相报道，向社会各界展现了本项目的建设者风采和环境、

社会价值，形成了积极正向的示范效应。

本项目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计形成标准规范 7 项，施工工法 11 项，技术指南 4 项，出版科技专著 1 部，

获得专利授权 17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11 项，发表原创性论文 25 篇，其中高质量论文 6 篇，培养了一大批交通科技人才。

横跨马岭河峡谷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峰林大桥

产业价值创造

2022 年 5 月 25 日，为进一步加强示范工程科技成果推广和交流，在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的指导下，公司组

织召开了“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高速公路绿色建造科技示范工程现场技术交流会暨全省交通运输科技活

动周”活动。

依托本项目科研成果，项目团队发表《西南高速

公路岩质边坡生态防护安全性及耐久性正效应分

析》《峡谷高桩承台力学性能与施工技术研究》

等 6 篇高质量论文以及 1 部科技专著《贵州喀斯

特石漠化地区高速公路绿色建造技术——兴义环

城高速公路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实践》，其中科技

专著成功入选 2022 年度交通运输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库。

发表的高质量论文与科技专著

贵州省交通运输科技活动周

获得主流媒体的广泛宣传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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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运营

项目风险管理可以预防事故的发生，保障工程品质。我们高度重视本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工作，通过建立健

全组织架构，制定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全面识别、评估本项目的风险项。

我们对风险进行分级管控，针对关键风险项制定应急预案并开展重点监控，通过持续完善风险管理举措，对各类风

险做到事前避免发生，事中降低影响，事后总结提升。

公司秉承“公道业成，路通天下”的企业使命，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政策，明文规范腐

败案件的举报、调查、报告及处罚程序，杜绝腐败等违法违纪事件的发生。

我们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活动，深化员工“诚信赢市场，人品铸精品”的核心价值观，发扬“传红色基因，承铁军风范”

的企业精神，鼓励项目团队不断开拓进取，奋勇向前，将兴义环高共同建成一条民族融合、人文关怀之路；一条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一条最美峰林公路。

风险管理

商业道德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地质地貌复杂，山地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发，对高速公路施工、运营具有重大影响。公司

集合多维监测网、北斗灾害监测等技术，形成一整套公路地质灾害多维多基管控技术，实现对喀斯特石漠

化地区高速公路边坡风险的常态监控和对地质灾害的早期识别，保障高速公路安全运营。已在全线 5 处重

点边坡应用该技术，有效避免喀斯特山区高速公路边坡成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避免边坡成灾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

我们综合坡体稳定性、重要性以及危害程度，利用先进的互联网 + 自动化监测云平台技术，对兴义环高沿

线不稳定边坡开展监控工作。

公司针对全体员工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培

训活动，包括主题党课、庆祝建党 99 周年文

艺汇演等，进一步树立全体员工“勤于实践，

善于创新，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职业素养，

引导全体员工同心聚力，共同推动项目高质量

交付。

路基边坡风险管控案例

地质风险管控案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左图）、庆祝

建党 99 周年文艺晚会（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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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关键绩效指标表

关键绩效指标表

披露项 数值 单位

环境层面

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1：能源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154,355 吨二氧化碳当量

范围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外购电力） 35,144 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89,499 吨二氧化碳当量

温室气体排放密度 0.19 吨二氧化碳当量 / 万元人民币

污染物排放

污水排放达标率 100% -

扬尘排放达标率 100% -

噪声排放达标率 100% -

钢材废料回收利用率 64.0% -

混凝土回收利用率 82.8% -

土石方回收利用率 91.9% -

能源消耗量

电力 ( 施工阶段及各区域 ) 61,624,000 千瓦时

汽油 790.03 吨

柴油 46,136.32 吨

天然气 4,260,000 立方米

能源消耗总量 81,627 吨标准煤

单位投资额能源消耗量 0.08 吨标准煤 / 万元人民币

披露项 数值 单位

水资源消耗量

总耗水量 1,155,640 吨

单位投资额耗水量 1.13 吨 / 万元人民币

原材料消耗量

混凝土 2,384,520 立方米

沥青 6,455 吨

碎石 3,493,110 立方米

砂 60,827 立方米

黏土 193,029 立方米

钢材 230,687 吨

水泥 797,407 吨

木材 36,471 立方米

社会层面

社区贡献

捐赠金额 300 万人民币

志愿服务时长 1,040 小时

安全与健康

因工死亡人数 0 -

严重后果工伤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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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报告内容索引表

本项目影响力报告内容索引表

章节名称 GRI 标准 SASB CASS-ESG 5.0

关于本报告

项目概况 2-2,203-1 P4.3,V3.3

报告范围 2-2 P1.2

编制依据

理念和亮点

项目理念

ESG 管治 2-9,2-14,2-16,2-
22,2-29,3-1,3-2

G2.1,G3.1,G3.2,G3.5
G3.6

目标与亮点 E1.2

环境影响

生态为本 304-1,304-2 项目开发的环境影响 E4.1,E4.2,V4.4

气候友好 302-4,302-5,305-5
项目开发的环境影响
建筑与基础设施的全生命
周期影响

E2.1,E5.2,V4.3

环境优先 303-3,303-4,306-2
项目开发的环境影响
建筑与基础设施的全生命
周期影响

E1.1,E2.9,E2.14,E3.1
E3.3,E3.5

绿色引领 项目开发的环境影响 E1.8

社会影响

卓越交付 403-5 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员工安全与健康 S3.1,S3.5,S4.1

造福社会 413-1 V3.1,V3.2,V3.4

治理影响

科技示范 V2.1,V2.2,V2.3,V2.4
V2.7

稳健运营 商业伦理 G1.7

附录一 关键绩效指标表
301-1,301-2,302-
1,302-3,303-5,305-
1,305-2,305-4,403-9

E2.2,E2.3,E2.10,E2.11
E3.10,E5.5,E5.6,E5.7,S3.11
S3.12,V3.6,V3.7,A2

附录二 报告内容索引表 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