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米长T梁没人敢做， 他就率队自制
■不同结构桥型组合没有先例， 他再开先河
■施工中引水渠水不能断流， 他又创零污染吊装记录
■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一部工程师———

■首都工会人

破解外企工资集体协商难题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王洋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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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文 记者 于佳 摄

马瑞：就爱跟吊装旧工艺较劲
43岁的马瑞修过不少路， 架

过不少桥。 从1995年参加工作 ，
参加了八达岭高速公路、 京沈高
速公路、 五环路、 六环路、 机场
南线、 房山五渡桥等二十多个公
路桥梁建设项目， 有15项工程分
别荣获了北京市和国家级优质工
程奖。 他也从一名初出茅庐的技
术员、 质检员， 锻炼成长为一名
高级工程师， 并先后荣获了奥运
立功首都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第一坎
自制42米长T梁
创T梁吊装跨度之最

马瑞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在北
六环10#合同段施工时。

那是2004年8月， 超长T梁的
预制和安装成为工程中最大的难
题。 42米长、 重110吨的28片T梁
要从京密引水渠上跨过。 这么大
跨度的T梁无论是预制还是安
装， 在企业近40年的建桥史上还
是头一次碰到。

当时， 马瑞和同事寻遍了本
市及周边省份的几家大型T梁预
制厂 ， 都因梁体过长 、 吨位过
重， 被一一谢绝。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难
道就只能这样等下去了吗？ 如果
每一项工程都是顺顺当当， 那还
要我们这些工程师干什么！

当马瑞独自一人来到京密引
水渠旁的施工现场时， 这一连串
的问题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 他
想： 一处干了这么多年的桥梁工
程， 也算是名声在外， 难道就跨
不过这道坎了吗？

于是， 拿定主意， 他要自己
试一把！

说干就干 ， 第二天一大早 ，
他便带领施工技术人员踏寻预制
场地， 查阅大量相关技术数据，
并组织施工技术人员对T梁预制
过程中的每一道关键工序进行拆
解分析。 就这样， 经过全体施工
技术人员42天的昼夜奋战， 28片
超长T梁被预制出来， 经质检部
门检测， 合格率100%。

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T梁吊
装问题。 由于先建桥， 后修路，
路基未能填筑， 又跨河吊装， 大
吨位的吊车无法进入施工现场。
项目部先后请了几家专业吊装公
司 ， 他们到场一看便摇头说 ：
“这活难度太大， 我们干不了。”

又被一一拒绝了。
有了预制的经历， 这次马瑞

连想都没多想， 还是那三个字：
自己干！

他带着技术骨干走访了多位
吊装专家， 并把有丰富吊装经验
的退休工人请到施工现场， 一起
研究制定吊装方案。 为了防止在
吊装过程中发生梁体侧弯， 在仔
细勘察施工现场， 反复核实相关
技术数据的基础上， 最终决定尝
试采用新的吊装工艺， 即龙门吊
配合架桥机共同完成吊装作业。
尽管吊装方案通过了严格的技术
论证， 吊装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
是查了又查， 但这种大跨径的吊
装毕竟还是第一次干。

吊装过程中， 马瑞三天三夜
紧盯现场、 寸步不离， 当时工地
上那种紧张气氛真让人终生难

忘。

第二坎
精密吊装五渡桥
创不同结构桥型组合

马瑞的第二个难题在2008年
4月份， 项目部转战到房山五渡
桥施工现场。

五渡桥是一座由拱桥、 斜拉
桥、 钢架桥等不同结构的桥型组
合而成的新型结构体系。 由于这
种桥型组合在国内外没有先例，
因此在施工工艺和工法上， 遇到
了多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中， 刚塔架预制 、 吊装 、
焊接， 大角度空心薄壁V形墩等
5项施工工艺被同时列入科研课
题 。 总重达260吨， 高50米的单
肋三角形钢架塔要在两幅主梁间

架设， 如何把这个巨大的钢架塔
吊装就位便成了施工难点之一。
施工过程中涉及吊装高度、 合拢
段切割尺寸、 吊装时的温度控制
等细节问题， 只要在某个环节出
现微小误差， 钢塔架就难以顺利
合拢。 这种高难度施工， 对马瑞
的建桥生涯无疑又是一次新的挑
战。

5月的五渡， 依然是春寒料
峭， 昼夜温差较大。 为准确把握
最佳吊装时间， 达到温度控制要
求， 马瑞提前一周查看当地的天
气预报， 每天对地表及吊点附近
的大气温度进行测量； 为达到吊
装高程要求， 他在采用砂箱高程
控制的同时， 用千斤顶平移推动
控制进行高程调整； 为确保吊装
一次性合拢， 他对预留的合拢位
置进行了反复的测量和计算。 由
于准备工作扎实、 周密， 最终确
保了钢塔架顺利合拢。

当业主单位的领导目睹了钢
塔架吊装的全过程后， 面带微笑
地称赞道： “这活干的真漂亮！
你们路桥集团一处 （当时单位名
称） 在桥梁施工上确实牛！”

回想当时的情景， 马瑞笑着
说： “我的内心明白， 在这牛的
背后是我们大量深入细致的基础
工作； 是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
科学态度； 更是全体施工人员精
诚协作、 顽强拼搏的团队精神。”

第三坎
吊装红山口高架桥
创桥梁安装零污染先例

马瑞的第三坎在五环路二期
红山口高架桥。 这个时候， 他对
自己已经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外建筑史上， 桥梁不仅
仅是一个交通设施， 更是设计者
和施工人员展示理想和才华的平
台。作为一名桥梁工程师，如何在
施工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新
的工艺、工法，既体现设计要求，
又符合地形、地貌和环保要求，是
马瑞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至今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五环
路二期红山口高架桥的施工。 由
于该桥要通过京密引水渠， 在施

工过程中， 既不能断流， 也不能
造成渠水的污染和渗漏。 由于桥
的大部分下部结构都在河道附
近， 给施工带来很大难度。 如果
按常规方法施工， 肯定会对渠水
造成污染。 为解决这一问题， 马
瑞与水利部门一起， 多次勘察施
工现场， 反复推敲施工方案， 最
后决定采用钢模围堰配合八三
墩、 六四梁结合这一新的施工工
艺， 较好地解决了施工过程中的
环境保护问题。

在五渡桥V型主墩施工过程
中， 马瑞带领项目部成员， 群策
群力攻克了模板使用上的又一个
技术难题。 在打造四个角度和尺
寸不一样的变截面空心薄壁钢筋
混凝土桥墩时， 要么循规蹈矩，
按以往常规的工序施工， 这样钢
模板只能使用一次， 势必加大工
程成本； 要么找到一种让模板可
以反复使用的新的施工工艺。 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 他组织项目部
全体技术人员， 针对V型墩的特
点展开攻关。 最后， 在集思广益
的基础上采用了钢框架模板。 这
种新的工艺把钢模板和木模板结
合使用， 不仅投资小， 而且可以
重复使用， 仅这一项就为项目部
节约30多万元。

马瑞始终记得刚参加工作时
一位老师傅对自己说的话， “干
咱们这行的， 天南地北， 风餐露
宿， 没有碰不到的困难， 但只要
你用心去干， 办法总比困难多”。
回想这些年的工作经历 ， 马瑞
说： “我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作
为一名施工一线的工程技术人
员， 不仅要有甘于寂寞、 肯于吃
苦的平和心态 ， 更要有敢于挑
战、 勇于创新的敬业精神。 有了
这种心态和精神在工作中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 闯不过去的难
关。 作为一名筑路架桥者， 不仅
要面对野外施工给个人生活带来
的各种困难， 更要面对由经济、
社会发展所带来的、 对路桥建设
越来越高的技术和环保要求。 作
为一名路桥人， 仅有深厚的理论
功底、 丰富的施工经验还不够，
更要有不畏艰难、 勇于挑战的敬
业精神。”

“尤其是外资企业， 工资集
体协商的要约书发出之后， 企业
方能提供的资料少之又少。” 八
里庄街道总工会的王洋多年来负
责工会权益部的相关工作， 说起
工资集体协商侃侃而谈。 “没有
一家外资企业能够提供工资比
例， 实际工资发放数、 经营状况
等， 更是没有外企愿意提供。”

面对不同于国有企业、 民营
企业的新问题，该怎么办？王洋想
出了一个招数，他先期进行调研，
编写了调查问卷。问卷分三种，分

别是针对工会主席、职工的，以及
后期的满意度调查问卷。

“企业不能够提供相关的资
料 ， 我们怎么了解企业的信息
呢 ？ 就只有通过这种问卷的形
式。” 王洋解释说， 在问卷中可
能涉及到企业的经营效益， 从职
工代表身上了解企业信息、 工资
水平状况和职工诉求等。 通过曲
线救国的方式， 王洋破解了外资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难题。

在他的努力下， 辖区内的乐
友 （中 国 ） 超 市 连 锁 有 限 公

司 等 外资企业纷纷开展了工资
集体协商工作。 近年来， 八里庄
街道总工会应签订集体合同企业
都在千余家， 每年的签订率能达
到96-98%。

王洋2007年来到八里庄街道
总工会 ， 当时只有两名工作人
员 ， 完全靠着一本 《工会法 》，
自己摸索着开展工作。 “当时觉
得困难重重。 2010年后， 上级给
予的支持越来越多， 也给了我们
更多的动力， 工会的工作有种突
飞猛进的感觉。”

如今， 除了工资集体协商之
外， 他的工作范围还包括劳动争
议调解。 近年来， 随着职工维权
意识的不断增强， 劳动争议调解
案件多发。 面对每一个案件， 他
都要多方沟通 ， 了解双方的诉
求， 并找到最好的办法解决企业
和职工的纠纷， 让双方都满意。

“工会的工作很有意义， 从
建会到职工权益保障， 我感觉到
确实能帮助到一些企业和职工，
也有了些许的成就感。” 王洋笑
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