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攥起拳头
击出专业测量品牌国家级

技能大师
工作室走进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3项科技成果鉴定 、 4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7项
国家专利……这是北京建
工集团三建公司技能大师
徐伟带领团队取得的新成
绩 。 2012年 ， 徐伟技能大
师工作室成立 。 三年来 ，
他带领团队坚持开展立项
攻关、 专利发明、 成果推
广等活动， 解决生产难题
12个 ， 创造经济价值1000
余万元。 6月10日， 记者走
进 “徐 伟 技 能 大 师 工 作
室”， 探访这些成果取得背
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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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徐伟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记者 曹海英/文 万玉藻/摄

记者： 测量放线是个辛苦活
儿 ， 什么力量让您一干就是40
年？

徐伟： 不瞒你说， 与我同批
进企业的工友们， 有的走上领导
岗位， 有的开公司当老板， 但我
从来没有想过离开， 这么多年干
测量放线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 在建筑业我们是第一个进场
的， 我们的形象关系到我们企业
的形象。 每次任务都是不同的，
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我很享
受这个过程。 每当我经过曾经参
与过的建筑 ， 都会有一种自豪
感。 因为我爱测量放线， 把这项
工作干到最好是我这辈子的梦
想。

记者： 面对现在从事这一行
业的年轻人， 您对他们有什么希
望？

徐伟： 现在年轻人基础素质
非常高， 学东西很快， 老师傅用
多年时间总结出来的东西， 他们
往往一两个小时就学会了， 我希
望他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踏踏
实实 ， 认认真真地干好每一件
事， 全力以赴把好关， 不给后续
施工造成麻烦。 在工作中， 我也
不断地提醒他们应当注意的问
题， 促进他们不断进步。 我也希
望他们不断超越， 个个比我强。

记者： 您对中国整个测量放
线行业的将来有什么设想？

徐伟： 我们公司成立测量中
心就是对测量行业管理体制的一
种尝试， 这样可以把人员设备集
中 在 一 起 ， 根 据 每 项 工 程 需
要 统 一调配 ， 人员 、 设备高度
流 动 。 我 就 快 退 休 了 ， 希 望
在 有 限的任期内多做些科研工
作， 做好对年轻人的 “传帮带”，
在将来的测量放线行业更广泛地
应用高科技， 开展数字化建设，
让我国的测量放线水平再上一个
新台阶。

2011年， 北京建工集团三建
公司成立以全国劳模徐伟命名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 在此基础上于
2012年， 经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审批， 徐伟工作室晋升为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并授牌
“徐伟技能大师工作室”。

目前工作室共有48名成员，
平均年龄28岁， 其中， 高级工程
师2人， 工程师5人， 高级技师3
人， 技师5人， 高级工25人， 本
专科以上学历占80%以上。 徐伟
技能大师工作室是一支勇于创
新， 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团队 。
他 们 以 技 术 创 新 为 先 导 ， 以
优 质 服 务 为 宗 旨 ， 以 培 养 高
技 能 专 业 人 才 为 己 任 ， 以 卓
越 的品质 、 良好的形象 ， 为建
筑施工测量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贡
献力量。

工作室拥有高精度全站仪、
数字水准仪、 CPS技收机等高技
术含量的数字化测量设备和测量
专业数据处理软件， 测量技术水
平及科研能力居同行业前列。 在
大型场地控制测量、 钢结构安装
测量 、 土应力对测量点位的影
响、 温度对测量的影响、 非圆曲
线测量、 GPS测量、 三维激光扫
描测量、 超高层测量等许多方面
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 完成27
篇学术论文、 创新23项测量放线
技术、 工艺及方法。 其中 “三维
激光扫描测量应用技术研究” 等
科研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获
得中施企协科技成果一等奖。

【对话大师】

【小档案】

吸引人才
从经验型走向科技时代

测量放线是给高楼定位、 为
建筑施工提供依据、 确保设计意
图和施工质量的关键步骤， 是建
筑施工的第一道工序， 需要测量
员坚守在工程项目的第一线。

徐伟从事放线工作的四十年
里， 也是这一工种逐渐被大家重
视、 走向知识化、 专业化的发展
阶段。 “我当学徒那会， 大伙都
管我们叫 ‘放线的’， 连个工字
都没有。 而现在， 放线测量是建
筑工地的第一个环节， 决定着工
程的整体质量和进度。” 徐伟介
绍说。

“现在我的徒弟个个都是高
学历。” 徐伟骄傲地说， 1984年，
他带的第一批徒弟， 几乎都是和
他自己同岁的新学徒 ， 没有学
历， 也没有经验， 得手把手教。
而近几年， 他带的徒弟几乎都是
正规大学测量专业毕业的本科
生， 用时髦话说， 是 “知识型的
高级蓝领”。

“大学生做放线工人， 一方
面是因为这个工种得到了重视和
承认，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工程
中使用的仪器和软件， 确实需要
有知识、 懂理论的人才。” 以前，
2秒经纬仪已算是放线工能用上
的好设备。 现在， 徐伟和徒弟们
出门干活儿， 带着的都是几十万
一台的测量仪器。

近几年， 随着超高层建筑越
来越多 ， 关于超高层测量的研
究， 也成为行业里的新课题。 因
为， 楼层达到了一定高度， 就会
受到风力、 日照、 地球自转的影
响， 同一道墙， 一层到顶层的垂
直就会有误差。 “我们进行了大
量研究、 实践， 掌握了它的摆动
规律。 通过择时、 择机、 趋近的
方式即可测量并控制这个误差。”
徐伟告诉记者， 在实践过程中，
放线人员必须有应变能力， 有时
最土的办法也许是最行之有效
的， 有时看似简单但必须用高科
技手段才能解决。

“放线工早已不是大家固有
印象中单纯卖体力的劳动者， 更
多的需要智慧。” 徐伟表示， 测
量放线工种， 已经从上个世纪80
年代初老师傅 “传帮带” 的经验

型阶段， 走向了技术与科技并重
的高知识时代。

加强培养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一个人再行， 也不能把活
儿全干了。”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徐伟清楚地知道， 一个人只是一
个点， 要带动周围的人， 才能形
成一个面， 才能推动企业和行业
的发展。

对于徒弟的培养教育， 徐伟
处处以身作则， 不分亲疏远近，
在传授技术时从无保留。 他说：
“教徒弟也是我学习的动力， 现
在新徒弟的基础素质非常高， 学
东西很快， 老师傅用多年时间总
结出来的经验， 他们往往一两个
小时就学会了， 既然为人师， 就
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才能
答疑解惑。”

“我的徒弟主要来自于两个
专业， 一个是工民建专业， 一个
是测量专业， 他们实践经验少，
不能把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因
此， 我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徐伟说， 大师工作室还负责集团
技能人才的培养， 所讲内容与传
统课本不同， 首先给学员讲理论
让他们清楚是怎么回事， 规范是
什么要求， 再讲实践中应当怎么
做， 哪些地方容易出错， 还要讲
解测量新技术， 让大家能用学到
知识解决工作中的难题。

“在工作中我们采取轮换制，
团队不断分流不断补充， 使一个
团队变成两个团队， 两个团队变
成四个团队， 使人员滚动起来，
这样每个人都有学习、 实践的机
会。” 从一名初中生成长为大师
级人才的徐伟对实践的理解尤为
深刻， “干完一个活儿， 也学到
的了相关知识。”

就这样， 在徐伟的带领下，
几年下来徒弟们成长为独当一面
的骨干技术人才。 在2012年举办
的 “北京市第三届职业技能大
赛” 中， 测量中心刘昌武获得了
工程测量大赛冠军， 被授予全国
最美青工、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北京市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同
年11月 ， 在北京团市委组织的
“百万青工、 岗位建功” 青年工

程测量大赛中 ， 测量中心刘昌
武、 夏宝东、 袁志旭包揽了前三
甲， 表现出优秀的专业素质和高
超的技术水平。 测量中心技术骨
干苏中帅、 杜志飞、 袁志旭均曾
远赴海外进行技术工作交流， 具
有丰富的国际工程测量管理经
验。 说起这些， 徐伟显得十分自
豪。

打破传统
资源整合增强企业实力

“以往， 我们接触的大多是
方方正正像火柴盒一样的建筑，
应用的技术过于简单， 我们测量
员的任务就是完成交办的所有测
量工作， 根本不考虑科技攻关。
随着大型、 异形、 超高层等复杂
建筑物的不断涌现， 对测量技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徐伟介绍
道， 2013年， 随着集团专业化、
集约化管理的推进， 建工三建测
量中心正式成立， 徐伟成为这个
专业团队的 “带头人”。

“以前测量员都分散在项目
部内， 仪器的配备、 人员知识的
更新、 培训相对比较落后， 跟不
上形势的发展 。 测量中心的成
立， 在成本、 工作效率、 技术提
高等方面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
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测量中心党支
部书记郭彦玉说， “以前遇到突
发事件， 需要调配测量员， 是件
很难的事情 。 现在不同了 ， 人
员、 设备集中管理， 一有情况随
叫随到。”

测量中心以大师工作室为依
托， 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
先后引进多项最新技术， 并成功
应用于天津西站 、 石家庄火车
站、 哈尔滨大剧院、 长安汽车、
长沙超高层等大型工程建设中。
通过这些技术的研究、 应用和推
广， 测量中心先后完成了 “三维
激光扫描钢结构提升安装测量控
制技术研究”、 “超高层建筑施
工测量技术研究”、 “临近铁路
运营线施工的路基健康测量技术
研究与应用 ” 等科研项目的攻
关， 这些技术经专家鉴定均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这些高端测量技术， 解决
了大型工建整体性规划难题， 把
传统的测量方法完全颠覆了 。”
说到这里徐伟显得很兴奋， 他给
记者举了两个实例： “一次， 我
们进场定位时， 相邻工地同样开
始进行定位， 应用这种方法， 我
们两个人用半天时间完成七栋楼
的定位任务， 另一个工地用传统
方法3个人2天半时间只定位了一
栋楼。 还有， 那次在通州施工，
三个定位点与工地形成半圆形，
而且每个定位点都距离二三十公
里， 运用GPS定位只用了45分钟
完成定位任务， 现场就开始施工
了。 如果用传统方法， 45分钟走
都走不到下一个定位点， 仅用这
一项技术就使工期提前了三个月
完成。”

“攥起拳头总比张开五指更
有力。 未来， 测量中心将紧跟时
代潮流， 不断开拓创新， 使三建
公司测量中心成为国内外建筑行
业测量专业的优质品牌。” 徐伟
对此充满信心。

徐伟正在讲授理论知识。

测量中， 定准位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