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廊坊钢结构分公司焊工刘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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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新兵”变良将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饶昕昕 韩凯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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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建二局土木公司沈丹项目经理夏新兵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
天还能坐在课堂里像学生一样认
真听课， 我从没有想到有一天我
也会是焊工中的佼佼者， 我从没
有想到有一天我也有机会能取得
大专学历。” 说到这三个 “从没
想到”， 眼前这个七尺男儿竟涨
红了脸， 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究竟是什么， 让他有如此强烈的
反应？

他就是刘希东， 中建二局安
装钢构众多焊工中的一个， 但他
是厂里人人皆知的 “焊工能手”。
他说自己的这一转变多亏了公司
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项目。

刘希东只有初中学历。 2014
年9月， 恰逢北京市总工会首都
职工素质建设工程开展工人技能
提升项目的大好契机， 在中建二
局工会的牵线和支持推进下， 北
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雪中送炭，
将焊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项目带
到了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廊坊钢结构分公司。 得到有培训
班的消息， 刘希东立即报名参加
了。

刘希东说： “上理论培训课
的时候， 老师特别耐心， 知道我
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 就采取深
入浅出、 图文并茂的教学方式，

大家的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你会
看到很多时候都下课了大家还聚
在一起积极讨论。 在以前的工作
中 ， 我只是凭着经验知道怎么
做， 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
做。 通过培训， 我掌握了焊接的

电流、 电压知识， 这些理论知识
让我更加清楚工作的要点。”

实践操作课上， 老师随工人
下车间， 手把手地教他们埋弧自
动焊。 “当时是9月份， 天气还
比较炎热， 老师的衣服都湿透了

……” 提起这些， 刘希东就觉得
十分感动，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
己竟然不花一分钱参加公司的职
业培训项目， 而且还得了奖， 成
了让工友羡慕的焊接能手。

培训项目结束后， 很多工人
都报名考取了人力社保部门颁发
的焊工职业资格证。 此外， 还评
选出了4名焊接技术能手， 刘希
东就是其中一人。

提起未来， 刘希东有自己的
规划。 他想通过公司报考成人大
专考试， 拿到大专文凭， 然后努
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考取焊接
技师资格证， 真正做一个技术过
硬的人。

刘希东说： “很多人说， 中
建的工作很苦， 钢结构的工作很
苦， 但我觉得无比幸福， 除了干
净的工作环境， 除了高标准的生
活条件， 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
我找到了自己， 找到了我人生的

方向。”
刘希东， 一个只有初中学历

的工人， 靠着公司的技能培训项
目和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从农民工
向技艺精湛的焊接能手的华丽转
变。 虽然他只是廊坊厂几百个工
人的一个缩影， 他的故事也只是
一个小小的例子， 但他的生活却
因一次技能培训而变得不一样，
相信他终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 收获人生别样的精彩。

从中原宝地鸭河口到东海之
滨的苍南电厂、 沪杭高铁， 再到
鸭绿江畔的沈丹高铁， 夏新兵始
终在施工最前线体验着企业进步
与发展的脉动。 经过两条高铁的
锤炼， 他成为了中建二局土木公
司首批 “土生土长 ” 的高铁人
才。 在他的率领与管理下， 历经
五年建设的沈丹高铁扭亏为盈，
累计获得业主奖金480万元。 项
目还荣获省部级以上一等奖QC
成果5项； 同时获得中建二局科
技推广示范工程优秀单位、 十佳
特色党支部、 工人先锋号、 党建
标准化示范单位等荣誉。

19年的风雨兼程， 他实现了
从一名工程技术新兵到骁勇善战
良将的转换， 这离不开他对铁路
施工的热血投入， 更离不开他对
梦想执着。

临危受命将危机变生机

2012年， 夏新兵在完成了沪
杭高铁的建设后转战沈丹高铁。
当时所有的高铁项目正遭受高铁
投资领域的寒流， 沈丹高铁也不
例外。 这时候， 公司领导考虑让
夏新兵出任沈丹项目经理， 带领
项目迎接挑战， 走出逆境。 面对
选择， 好多人都劝他： “不要去
了， 那是个烫手山芋， 你正是事
业上升期 ， 去别的项目多好 。”
但他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高铁梦，
他想： “既然公司信任我就要为
公司解忧 ， 何况这也是高铁项
目， 可以把自己在沪杭高铁学到
的施工经验再升华 ！” 就这样 ，
他带着沉甸甸的责任和满腔热血
奔赴丹东。 可到了那儿， 他才意
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有多么大。

丹东当地的材料供应商看高
铁前景不明， 要么哄抬价格， 要
么拒绝供应材料。 相邻的工区扛
不住资金压力相继停工。 这样的
局面让老夏始料不及， 很多人也
劝他先停工等等。 “我们标段位

置特殊， 就像盖楼房我们是下层
的， 盖不好上层受影响呀！ 别人
能停工我们不能停工！” 因为标
段紧邻梁场， 处于架梁的起点位
置， 夏新兵清楚一旦延误工期将
直接影响整个中建标段的进度，
所以 “寒冬期” 他一直咬牙坚持
不让项目停工。 “别的工区都停
工了， 他们的料就用不出去， 我
们可以买他们的呀！” 夏新兵想
到了这个办法 。 于是 ， 顶着骄
阳 ， 他挨个走遍了沿线每个工
区。 很多工区同意出售材料， 但
是却说因为停工没车无法送料。
夏新兵当即向他们说道： “咱们

自己出车 ！ 我带着大家一起运
料！” 就这样项目施工有了稳定
的材料。

这次材料危机也给了夏新兵
敲响警钟， “如何才能保障材料
供给， 不受制于人？” 当时项目
隧道掘进产生了巨量的石碴， 面
对石碴无处堆放， 石材采购困难
的窘境， 他带领召开了专题分析
会， 经充分酝酿讨论， 决定自购
破碎机 ， 建立碎石场 ， 变废为
宝， 让石碴变成石材。 仅此一项
创新， 不仅保障了项目的材料供
应， 还减少成本近千万元， 让危
机变为生机。

建创新工作室变逆境为顺境

材料稳定了可是新的困难却
接踵而至。 土木公司承接了沈丹
高铁12公里的工程量， 短短12公
里中要修筑7座大桥， 浇筑178个
桥墩 ！ 浇筑之初夏新兵拿着图
纸， 带着测量员去实地调研， 望
着山野中即将浇筑桥墩的位置，
他算了一笔账 ： 这些桥墩有的
高、 有的低， 有的在山上， 有的
在水里， 有实心， 有空心……如
此多规格， 光浇筑模板就得消耗
多少成本？ 这对于刚刚度过寒冬
期的项目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
支。 于是， 他跟测量员们说道：
“咱们再仔细考察考察， 看可不
可以变更设计， 优化模板使用？”

想法一出， 成立了以他名字
命名的 “夏新兵创新工作室 ”，
随即迅速带领技术团队想金点
子， 研究可行性， 制定方案。 没
几天， 一套严密的空心墩变实心
墩的施工方案就此诞生， 并及时
向设计院提出了方案变更申请。
获得批准后他们迅速开启了桥墩
浇筑。 可是， 178个桥墩， 想要
加快速度同时多浇筑几根墩柱，
就得多购买几套模板， “要是一
个模板能分为两个使用就好了，
咱的速度就快了！” 这句话引起
了夏新兵的注意， 他又接着创新
了错层施工法 ， 把模板一分为
二， 当前一个墩柱下半部分浇筑
完成开始浇筑上半部分的时候，
它下半部分的模板就可以先移走
用在另一个墩柱下半部分上。 这
样的施工方法比原来一个墩柱先
整体浇筑完成之后再移到另一个
墩柱上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夏新
兵的妙计又一次得到应用！ 他妙
计横生， 让逆绝变顺境。

补差增效让项目盈利

熬过了 “寒冬期”， 沈丹高

铁项目原本三年的工期延长到五
年， 无形增加了用工成本。 夏新
兵听到了很多风凉话 ： “老夏，
高铁本来就不好干， 这个项目还
遇到这么大的资金压力挑战， 你
肯定赔了， 当初你就不该来这个
项目！” 夏新兵却不给自己浇凉
水， 他知道高铁施工还有一项很
重要的工作， 就是 “补差增效”，
通过合理变更增加收入。

由于沪杭高铁建时只顾抢工
期， 让补差增效工作的滞后了，
对后期结算造成了诸多阻碍。 这
一次， 老夏主动出击， 他反复强
调， “补差增效工作非常重要，
咱们必须把它与施工同步进行！
只要根据工程的进展及事件的发
生及时明确补差增效的项目及方
向， 咱们以后结算就能处于有利
地位了 ？” 在夏新兵的带领下 ，
团队成员们都以客观冷静的思绪
在以往材料中吸取经验教训。 他
们成立变更补差增效管理小组并
任组长， 定期召开补差增效月度
例会， 确定5大类33小项为补差
增效的范围， 针对变更补差增效
资料整理要求、 进度情况、 存在
问题等进行讨论解决。

2015年9月1日， 凝聚着夏新
兵心血的沈丹高铁终于顺利通
车！ 在天堑变通途的征程中， 他
传承超越， 追梦前行。 然而夏新
兵不敢懈怠， 因为结算工作还在
继续。 凭借着他周密而严谨的主
动求变， 沈丹项目目前已经累计
实现补差增效4900多万元。

“新兵” 已是良将 ， 夏新兵
在自己的圆梦之旅中还培养了60
余位基础设施施工人才， 为后续
项目承接做好了团队裂变储备。
向前看， 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
了新开铁路项目的施工筹备中。
有这样执着的圆梦精神， 他必将
不断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增色添
彩， 也将不断助推土木公司在局
转型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
展道路上建功立业。

“三个从没想到”的焊接能手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徐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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