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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文 通讯员 王硕/摄

———记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大赛钢筋工冠军朱开红

为夺冠使出了“洪荒之力”

在北京供电段提起臧志发，
可谓大名鼎鼎， 他精湛的空调专
业技能， 为全段创造了一个舒适
而温馨的生产、 生活环境， 职工
们都亲切地称呼他 “发子”。

北京供电段配属空调机1100
多台， 分布在管内的12条铁路干
线 ， 为保证空调设备的安全运
行， 臧志发用学习、 实干、 奉献
的行动， 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的
崇高责任， 他连续多年荣获路局
级和段级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生
产者等称号。

臧志发家住河北保定顺平
县， 1995年由部队转业， 分配到
北京供电段成为了一名接触网
工。 2003年由于工作的需要， 他
改行成为一名空调检修工。 工作
岗位的变化， 给一个从未接触过
空调专业的门外汉的思想上产生
了一定的压力。

有了压力才有动力， 臧志发
从拜师做起， 在实践中学艺。 为

了弄懂空调设备常见的十大故
障， 他留意地观看师傅王继成作
业当中的每一道工作细节。 在作
业中吃不透、 搞不懂的， 他就从
书本上找答案， 从自己微薄的奖
金中拿出 300元 ， 购置了一套
《实用空调设备维修》 工具全书。
每当工余时间或晚上他坐下来就
“啃” 这本书， 从中掌握了空调
的基本原理， 空调的设备构成，
空调设备的检查和空调的维修技
巧 ， 积累了丰富的故障处理经
验， 使自身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臧志发空调设备检修职责范
围，位于北京，横跨河北省。 东至
承德、西至张家口、南至廊坊、北
至通辽。按照《北京供电段空调检
修管理办法》，要保证科室、车间、
班组及变配电室空调机每年检修
一遍。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以线
为主体的检修计划，提出每季275
台、每月91台、每旬30台、每周22
台的检修方案。

按照这个检修方案， 他针对
空调分布在异地车间、 班组较多
的实际 ， 采取集中检修一个车
间、 几个班组及变配电室的方法
进行空调维修。 徒弟牛冬属于半
路出家， 他现场传技， 把自己多
年积累的经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徒弟。

今年暑运期间的一个深夜，
臧志发接到车间调度尹光辉打来
的电话。 通知他丰台京沪线供电
调度室的室外机不制冷， 如不及
时处理， 会造成供电设备过热报
警， 影响牵引供电任务。 他立即
赶往车间， 带徒弟牛冬迅速赶赴
故障地点，检查制冷管路系统、加
氟，使空调设备恢复了正常运行。
几年来， 像这样的故障抢修案例
数不胜数， 只要臧志发和他的徒
弟在，都会手到病除，先后处理各
类空调设备故障200余处。

今年开展全段性的 “保安
全、 保设备、 节支作奉献” 主题

活动中， 臧志发结合空调设备检
修任务处于点多、 线长的实际，
他从运输成本、 人工成本、 设备
成本着手， 算好三本账。 按照空
调设备 “季、 月、 旬、 周” 检修
方案， 他在保证临时性空调故障
抢修任务的同时， 电话咨询段管
内各条线的空调设备的运行情
况， 针对车间、 班组反馈问题，
他带领徒弟牛冬采取蹲点的形式
对空调设备进行集中整修。 今年
以来已对700多台空调设备进行
检修、 清洗及保养， 从而减少汽
车往返的燃料费用， 提高了人工
成本的利用率。

臧志发在节约空调设备检修
成本上也有诀窍。 几年来，对300
余台空调机进行修复、 组装、利
用。空调设备检修用料上，严格控
制每一道环节， 压缩检修成本支
出。据统计，空调设备检修这个项
目， 每年可为全段创造经济效益
40万元。

他仅仅是一名普通外来务工
人员， 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也
没有令人辛酸感人的故事。 但对
待工作、 对待比赛时， 总有一颗
不愿放弃的心。 他就是北京住总
第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钢筋工朱
开红。

三年偷师掌握业内诀窍

1996年， 朱开红从老家安徽
农村来到了工程队， 干上了钢筋
工。 那时， 他和别的小工一样，
只是在师傅做好翻样等技术活之
后， 上去绑扎。 可以说， 这就是
一个根本不用动脑筋的简单工
作。 但对于好学的朱开红来说，
却是一个难熬的工作： “我不满
足于这样的简单劳动， 特别想弄
明白师傅手中的图纸都代表着什
么意思。”

这个想法促使朱开红开始跟
在师傅后面偷学， 但不是每个师
傅都能好心地指点他。 “有的师
傅看我好学， 就会告诉我图纸上
的一些符号的含义。 有的师傅就
会训斥我们 ： ‘图纸你们看什
么， 又不懂。’” 为此每次看到师
傅如何按图纸翻样、 需要完成哪
些步骤时， 他就记在心里， 然后
利用工余时间反复练习 。 就这
样， 三年的偷师经历使朱开红不
但学会了看图纸， 更进一步学会
了翻样。 “其实， 如果师傅能够
教我们的话， 半年就能吃透。”

提起钢筋工最难的工作内容
时， 朱开红毫不迟疑地说： “翻
样。” 原来， 所谓的翻样， 就是
根据工程图纸的要求绑一道梁，
通过图纸要确定钢筋的型号、 尺
寸、 重量， 并要符合101图集的
规范。 因为， 翻样中的钢筋， 有
的需要两边各弯一个拐头， 有的
需要一边弯拐头， 还有的需要弯

成一个梯形， 而且这些钢筋的长
度， 各边拐头的长度都是有精准
数据的。 可要说翻样中最难的，
就数斜段计算了。 这对于仅初中
毕业的朱开红来说， 就难上加难
了： “其实， 上学时， 学过勾股
定理的人， 也许计算起来一点儿
都不难。 可我没学过。 要说怎么
掌握的， 就是靠自己以前在老家
当瓦工的经验。 那时， 家里有一
张正方形的桌子， 正是每边是1
米长。 我根据这个， 计算出来斜
边为1.414米 。 以后就把这个当
作公式来用了。” 他感叹说， 以
前， 这些都需要手工绘制以及计
算尺寸。 现在已经是电脑翻样，
省事多了。

凭借实力收获首个冠军

2005年， 朱开红与施工队一
起来到了住总集团， 并参与了许
多重大工程的建设。 为了能让所

有 的 钢 筋 绑 扎 合 格 率 都 达 到
100%， 他总是在下料 、 翻样等
技术性问题上亲力亲为。 这也练
就了他的一身好本事。 他回忆起
自己干过的工程中， 最难的要数
地铁七号线焦化厂站的施工了。
“那个工程楼层非常高、 钢筋又
大又重 ， 还需要我们自己提上
去， 立起来。 而一个柱子至少要
立20根重100多斤的钢筋， 还要
对钢筋进行翻样。 这一天下来，
胳膊非常疼， 甚至需要靠吃止疼
药来缓解。”

2012年， 北京市第三届职业
技能大赛开办。 得知这一消息，
朱开红所在的外施队领导找到了
他和另外5名农民工， 建议他们
去参加比赛。 “那次， 我们抱着
应付的心态参加了初赛。” 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 朱开红有些不好
意思， “可是初赛成绩一下来，
我们就傻眼了———去了6人参赛，
竟然刷下去5个， 只有我一个过

关。 这个结果太让人没面子了。
我决心要拼一把， 进入决赛， 绝
不能给我们企业和外施队丢脸。”
朱开红在复赛时拼进前十。

朱开红记忆力非常好，“一万
字的资料， 短时间里就记住个八
九分。”这个本领让他在大赛的理
论考试中拥有很大优势。 参加决
赛技能实操时， 他也没有让人失
望：“决赛内容是根据图纸， 选手
自己下料、翻样、计算、绑扎，要求
误差在10毫米之内。 凭借积累的
经验和技术， 我很快理出了思路
完美收工。”最终，朱开红以196分
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比第二名高
出了十几分。

其实， 朱开红参加比赛时，
许多工友都不理解他， 甚至与他
一样从事钢筋工的爱人也不支持
他。 可当拿到冠军后， 他觉得，
参加技能大赛， 值！ “以前， 工
友们从来不认为我的技术比他们
强多少。 当我拿到市人保局颁发
的金镶玉奖牌时， 他们从心里服
我。 爱人也转变了看法。”

历经坎坷二次夺冠

2016年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
大赛赛场上， 依然有朱开红的身
影。 可这次的比赛， 却让他遭遇
了坎坷。

对于今年的比赛， 朱开红并
没有感到压力： “这是我第二次
参加北京市的钢筋工比赛， 作为
2012年第三届技能大赛钢筋工冠
军， 对这次比赛， 我也是充满信
心。” 可偏偏天不从人愿， 从初
赛开始， 他遇到了一个个意想不
到的问题……按照2012年的比赛
规则， 从初赛起就是按质量进行
考评。 可这次， 却是要求在5分
钟时间内绑好一根梁。 “当时，
我没有注意听考试规则， 依然按

照以前的要求做， 所以没有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但完成部分的质
量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次初
赛是在住总内部选拔出6人参赛。
通过评选， 朱开红以最后一名的
成绩入围。 这也让信心十足的他
首次受挫。

复赛时， 朱开红又遇到一个
挫折———全市共有120人参加复
赛。 比赛时， 组委会决定按照十
人一组， 一人一台机器的方法进
行比试 。 朱开红被安排在第二
组。 “可比赛开始时， 我却被临
时要求同第一组共同参赛 。 当
时， 其他人已经开赛了， 我只能
仓促上阵。” 虽然心里有些别扭，
但稳定发挥的他， 依然取得复赛
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之后的比赛里， 朱开红遇
到了更大的挑战 。 10月13日下
午， 结束了复赛的他， 同往常一
样坐地铁到通州后， 骑着电动自
行车往家赶。 “当天的雾很大。
骑了没多久， 就出事了。” 据当
时赶到现场的公安民警说， 朱开
红是 被 一 辆 货 车 剐 倒 的 ， 司
机肇事逃逸， 他由于脑部受到
撞击当场昏迷， 被医院确诊为多
发性骨折。

住院期间， 朱开红接到了工
匠大赛决赛通知， 由于比赛涉及
现场操作， 考虑到身体状况医生
和家人都建议他放弃比赛， “我
觉得已经到了决赛就得拼一拼。”

决赛当天比赛的是钢筋绑扎
操作， 需要比赛选手根据图纸进
行现场钢筋搭接， 比赛时间是两
个小时。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
公平性原则， 组委会多给出了20
分钟的参赛时间 。 由于腿部骨
折， 朱开红全程只能保持一个站
姿进行比赛。 最终， 凭借惊人的
毅力和过人的技能， 朱开红获得
了本次技能大赛钢筋工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