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坚守法援岗位服务基层教职工
北京市教育工会法律援助中心刘庆民

□本报记者 任洁 文并摄

■首都工会人

■他是一名农民工，却7年如一日刻苦钻研，成项目负责人
■他是一个80后小伙儿，却被工友称为技术上的“老师傅”
■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铁六局铺架分公司项目副经理李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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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通讯员 代亚东 文/摄

新型农民工李建学

创下日铺铁路桥12孔纪录
曾几何时， 工地上的农民工

被贴上 “衣衫褴褛” 的标签， 他
们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儿， 到头来
还得为讨薪爬塔吊、 上电杆。 3
月11日， 记者采访到的中铁六局
铺架分公司职工李建学， 不仅彻
底颠覆了老一代农民工的形象，
而且树起了新时代知识型、 技术
型农民工的样板。

在单位 ， 他虽是农业户口 ，
甚至还带着农民工的符号， 但与
其他员工一样同工同酬、 入党提
干、 评选晋级。 由于技艺超群、
屡有创新、 成绩卓著， 今年只有
27岁的他已经在公司入了党、 当
了项目副经理， 并先后获得了中
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劳动模范、
十大新型农民工和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称号。

书写60万字笔记
变身施工百宝箱

2008年从技校毕业来到铺架
公司时， 李建学还认为自己是出
来 “打工” 的。 不过， 以优异成
绩修完中专机电一体化专业课程
的他很清楚 ： 文凭低文化不能
低， 起点低要求不能低。 既然来
修铁路， 那就要做最好的铁路建
设者。

他的家在河南鹿邑县一个偏
远农村， 贫寒的家境造就了他勤
奋、 善良、 坚强的品格。 初到工
地， 看看长54米、 高6米多的架
桥机， 再看看能承载900吨重量
的运梁车， 他有些呆了。 师傅手
里的图纸， 在他眼里简直就是天
书。

铺架施工就是逢山开路， 遇
河搭桥， 工作不是在大山里就是
在河床上， 条件艰苦。 这是他入
职前就知道的， 在将目标锁定尽
快熟悉架桥机原理、 结构性能、
配件参数及电气焊、 司索、 稳梁
等技术后， 他根本没时间考虑什
么是艰苦、 枯燥和畏惧了。

他的师傅是金牌员工王振
全， 师傅教得认真， 他也学得认
真。 师傅喜欢勤快， 他就帮着师
傅干这干那、 问这问那。 遇到不
懂的东西， 他随问随记， 下班后
再对照书籍研究问题。 由此， 他
3个月就掌握了平常人要花1到2
年时间才能掌握的架桥机维修、
组装和拆解技术。

12月的内蒙古正是严冬， 在
零下30℃的环境中风吹到脸上像
刀割 ， 面包火腿冻得比石头还
硬， 热腾腾的鸡蛋皮没剥完就结
满冰花。 项目部要抢工期想尽快
转场架梁设备， 他主动请缨承担
拆解任务。 戴手套扳手拿不稳、
螺丝拿不住， 他索性摘掉手套裸
手作业……就这样苦干30个小时
提前完成任务， 可他的手得了3
级冻疮， 双腿也因此在时常抽筋
肿胀。

这几年， 李建学边施工边学
习， 累计用坏63支笔， 记了30多
本笔记， 撰写的心得体会有60多
万字 ， 成了地地道道的 “设备
通”。 2009年11月， 在架设跨北
同蒲特大桥第6跨过孔时运梁车
轮胎突然抱死 ， 动弹不得 。 当

时， 架桥机正处于前悬臂状态，
随时都会发生危险。 危急时刻，
他第一个冲上前去， 凭经验判断
这是由于气温骤降， 使处在高位
的3#柱油泵液压油滤清器阻塞
造成的。 查明了原因， 他很快解
决问题， 避免了一场安全事故。

这样一来二去， 他成了同事
们的施工百宝箱， 只要设备有问
题， 第一个想到的准是他。

破常规屡屡创新
改写铁路铺桥史

看的书多了， 解决的问题多
了， 工作起来就熟能生巧。 他在
运梁车吊梁扁担上设计一个防脱
抓棘， 彭建强等工友说： “从此
运梁再也不用担心钢丝绳脱落

了。” 而他说： “我们做的是粗
活， 但需要把粗活做细。”

在施工中， 李建学发现每架
设一孔梁都需要6个小时对架桥
机1号柱进行倒镐过孔。 “能不
能缩短倒镐的时间？” 当时有人
说：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的，
有什么可改的？” 他听后没说话，
过了几天就提出用夯车起吊过孔
代替原来的方法。 大家一试， 过
孔时间整整缩短了2个小时。

“人们总以为常规的东西就
是合理的 ， 因而没想着去改变
它。 起初， 我也没想过倒镐过孔
有什么不好， 是紧张的工期逼着
我这么做的。” 李建学说。

在其他项目部争相推广夯车
起吊过孔方案时 ， 李建学又在
想： 4小时的过孔时间能不能再
缩短一些？ 有了这个想法， 他又
盯上了另外一种新方法， 那就是
用电动葫芦倒镐过孔。 这种方法
不仅能够实现1小时倒镐过孔 ，
铺桥速度也由原来的一天2孔变
成8孔， 2013年达到12孔 。 这可
是铁路铺桥史上的最高纪录！

李建学使用的DJ180架桥机
是巨型设备， 铺一段路后如遇到
路基， 通常需要拆解后由运梁车
托运进行转场。 这一拆一装往往
需要2天时间。

在广昆铁路架桥施工中， 他
计算了半个月 ， 经反复研究论
证， 决定采用架桥机不拆解在路
上直接爬行的方式进行转场。 这
样， 他仅用2小时40分就爬过了
212米路基。 目前， 这项短运距
转场新工艺在同行业得到推广。

凭着对设备、 工况的了解 ，
他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常规， 让一
道道死板的工序活了起来， 使一
项项粗笨的操作变得更加精细。
他发明的 “电机定时反转法” 和
“间断开启升温法”， 成功破解了
液压油在低温环境中施工堵塞溢
流阀， 进而造成液压系统失压、
制动失控的难题。 他提出的 “无
轨组装架桥机法 ”， 在古大线 、
石家庄货迁、 北同蒲增建四线等
重点工程均取得成功。 目前， 他

这类创新已经有20余项。

攻坚克难增亮点
掉皮掉肉不掉队

这两年在昆明施工， 毒辣辣
太阳烤得他掉了一层又一层皮。
铁路也不是笔直的， 而他操作的
架桥机只对曲线半径为350米的
弯道作出了说明， 对于505米的
半径没给出操作参数。 这个问题
不解决， 施工就无法继续进行。
多方求助无果， 还是由他精确测
算出曲线偏支1#柱的距离 ， 然
后设计一个公式让施工人员套着
应用 。 这一做法 ， 一下改变了
DJ180架桥机曲线架梁无数据支
持的历史， 为这种工况下确保架
桥机稳定性做出了贡献。

DJ180架桥机设计安装的桥
梁标准长度分别是20米、 24米和
32米 ， 当跨度达到40米时怎么
办？ 还是他结合实际采取加长机
臂长度的方法予以解决。 这一方
案最终被设备生产厂家认可， 并
被推广应用公路架梁施工当中。

与此相反， 一个隧道口距第
一个高达 90米的桥墩仅仅 10.8
米， 架桥机机臂又太长了。 他将
尾部机臂让出洞口， 让前端机臂
有12.7米的悬空， 这个从未有过
的操作风险极大。 但他通过受力
分析确认可行并再次取得成功。

也许是困难有意捉弄他， 在
昆明枢纽铁路施工中一条长600
米、 半径为400米的 “S” 弯单线
隧道挡住了施工前进的道路。 如
果按正常的托运转场， 走到隧道
中间架桥机就会被卡死在隧道
里， 直接导致施工停滞。 面对紧
张的工期， 大家急得团团转， 有
劲儿没处使。

这时， 他一遍遍到隧道中测
量， 不断在图纸上画了改、 改了
画。 在确认将架桥机驮负跨度从
32米增加到42米无碍设备安全的
情况下， 他终于找出一个仅有2
厘米间隙的穿越方案， 并巧妙地
使这个庞然大物顺利穿越隧道，
为施工赢得了时间。

刘庆民，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
校工会干部， 北京市教育工会法
律援助中心律师兼工作人员 。
1992年， 在中国政法大学某研究
室工作的他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
考试 ， 取得了律师资格 。 2004
年， 北京市教育工会委托中国政
法大学工会组织成立北京市教育
工会法律援助中心， 为全市教职
工义务提供法律咨询和代理服
务， 他调入中心， 专职从事法律
援助工作。

中心每天来访求助的当事人
有着各种委屈， 维权时也会遇到

各种错综复杂案由， 时常碰到法
律关系复杂、 法律规定及政策导
向不明确等问题。 有一段时间他
觉得很累， 很辛苦， 但是每当看
到登门的教职工那渴盼的眼神
时， 便将所有烦恼抛在脑后， 依
然是全力以赴， 只想出一份力，
“能帮一点是一点 。” 他冷静地
处理着每个援助案例， 以法律为
准绳 ， 用专业知识为当事人维
权。

一位中学教师因故被单位除
名， 他带着一摞奖状找到中心求
助。 刘庆民详细了解情况， 得知

这位教师与领导有过节， 给学生
上课时说错了一些话， 但不构成
解聘的理由。 按照中心 “工会主
席提请” 制度， 他带着研究生志
愿者去该单位找到工会主席， 说
明涉及的法律问题， 请校领导解
决该教师的工作岗位。 他前后跑
了三次， 校方终于重新与该教师
签了聘任合同， 但岗位却偏离教
师的专业； 教师要求调走， 学校
又暂时扣住其档案。 刘庆民一直
关注、 沟通。

最终在区教委的介入下， 此
事得到解决， 没有闹到法院去，

达到止讼息纷的目的， 既维护了
教师的合法权益， 也为学校保留
了声誉。

中心不仅为教职工服务， 当
学校的合法权益受损时， 中心同
样要为他们维权。 首都某高校一
位职工与单位发生劳动争议， 学
校人事处找到中心请求帮助。 刘
庆民接下案子， 了解情况后。 刘
庆民帮助学校联系到了职工， 为
其分析利害， 在双方之间协调。
最终职工同意接受学校给的2.5
万元， 双方达成和解， 和平 “分
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