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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秀 文/摄

———记中铁建工上海公司南昌铁路调度所项目经理李静

在“螺蛳壳”中实现精细施工

一边是幼儿园， 一边是办公
大楼； 一边是居民楼， 一边是繁
华街区， 场地只容一辆混凝土罐
车通过， 堆料地方不过几十平方
米……并且， 在此施工的建筑物
非同一般， 乃是掌控着赣闽两省
1.26万公里铁路火车调度的神经
中枢———南昌铁路调度所。

面临这样狭小的环境， 怎么
实现精细施工？ 但奇迹就是实现
了。 在中铁建工上海公司南昌铁
路调度所项目经理李静的带领
下，平均年龄为29岁的项目团队，
共30余人在 “螺丝壳中做道场”，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任务。目前
工程即将交工。

技术创新施工信息可追溯

李静， 今年36岁， 2003年进
入中铁建工上海公司工作。 他从
施工员、 技术员、 工程部长、 生
产经理、 总工、 项目经理成长为
一名省部级劳模———火车头奖章
获得者。

“南 昌 铁 路 调 度 所 是 我 独
立 带 领 团 队 完 成 的 第 三 个 项
目 。 我是2015年5月19日正式接
触这个项目， 同年6月1日开第二
次协调会， 6月16日现场开工。”
李静说。

南昌铁路调度所地上 9层 ，
地下3层。 表面上看起来， 该工
程并无特殊之处， 但每层层高接
近6米， 需要高支模， 难度不小。
此外， 基坑深达12.9米， 对于当
地特殊的地理条件来说， 难度并
不小。

当然， 最难施工的还是既有
线缆的来回搬迁。 “里面的线缆
现在依然在正常使用， 一旦出现
闪失， 就会造成大面积铁路交通
瘫痪， 可谓责任重大， 因此我们
施工是慎之又慎。”

面对困难，李静拼了。他每天
除了睡五六个小时外， 其他吃住

均在工地上。考虑到施工难度大，
李静带领团队引入BIM技术 ，涉
及17个系统， 将所有将要敷设的
管线先模拟演练一遍。 利用BIM
技术， 李静还带领团队将施工信
息导入，并制作成二维码，只要一
扫描，就能知道电缆厂家、混凝土
厂家、施工时间、施工负责人、施
工员等详细信息。一旦有问题，可
以立即追溯。

面对场地狭小， 周边管线情
况复杂， 工期紧强度高等问题，
李静采取系列技术创新争取有利
施工环境。 合理组织桩基施工工
艺和施工顺序， 主要针对桩基特
点将支护桩采用旋挖桩机施工工
艺， 工程桩采用回转钻机 （反循
环） 工艺， 保证了沉渣厚度的控
制。 同时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优
化了化学造浆 、 膨润土造浆护

壁， 降低了砂层坍孔， 有效保证
了成桩质量。 在桩基文明施工方
面， 通过综合泥浆池与泥浆管泵
送的结合， 有效保证了现场施工
干净、 整洁。 根据应用效果， 总
结出一套反循环回转钻机的施工
技术。 这些技术创新加快了现场
施工进度 ， 减小了现场施工难
度； 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效益，
充分展示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
推动作用。

在李静的带领下， 团队连续
两年获得铁路局先进集体、 上海
分公司先进集体，获第二届“中国
建设工程BIM大赛” 单项奖一等
奖， 上海施工行业第三届BIM技
术应用大赛一等奖 、全国龙图
杯BIM大赛三等奖。 团队还获得
专利1项，获集团工法1项，中铁建
工青年创新奖一等奖。 2016年，李

静个人也获得火车头奖章。

多方协调精细控制施工

南昌铁路调度所项目处于繁
华闹市区， 如何协调施工就成为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所有干过的工程 ，
唯一中午需要停工的。” 李静说。
原来， 附近办公大楼的工作人员
和幼儿园的师生都有睡午觉的习
惯， 李静和两方协商后决定中午
12点到下午两点停止施工。

“我们施工的时间本来就非
常有限， 这下给我们带来了更大
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服务。” 李静说。

在时间的配合上， 项目部和
两方也协调得非常好。 一旦幼儿
园有活动， 施工立即停止。 如果
办公大楼需要开视频会， 对方一
个电话过来后， 5至10分钟工地
就停止施工。 “六一” 期间， 项
目部还给小朋友们送书送文具。
“我们自己也有孩子， 多一些换
位思考是应该的。” 李静说。

项目部还采用绳锯、 旋挖钻
机等施工设备减少施工噪音污
染。 为了应对场地粉尘污染， 项
目部还定期洒水， 凡是外面施工
作业的车辆， 进出项目均要用洗
轮机冲洗干净车轮方可进出。

虽然施工分贝已经很低， 但
居民楼一旦反映有噪音时， 项目
部也立即前往安慰。 为了搞好施
工方和居民的关系， 项目部还组
织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慰问， 请
他们理解施工。 在一次探访中，
一个居民反映家人刚做完手术，
休息不好。 考虑到其特殊情况，
项目部立即协助， 帮这家人找了
一个安静的地方租房过渡。

在工程施工期间， 针对项目
实际特点， 土方外运、 材料运输
必须在晚上10点至次日5点执行，
项目班子成员坚持轮换24小时带

班， 确保处事及时， 各个参建单
位高效协调。

“真的感觉像是在 ‘螺蛳壳
中做道场’， 不过， 我们最终还
是顺利完成了任务。” 李静说。

让兄弟姐们以项目为家

“一定要让兄弟姐妹们以项
目为家。” 为了管好项目员工的
衣食住行， 李静和项目领导班子
商量后， 决定租宾馆当宿舍， 让
员工们住得舒适。 此外， 利用宾
馆中的空地， 项目部临时搭建了
一个职工食堂。

项目员工来自全国各地， 口
味 不 一 ， 李 静 便 嘱 咐 食 堂 每
周 加 餐一次 ， 每月给员工过集
体生日会。

让员工安心， 是李静和项目
领导班子的一致想法。 目前项目
形成一个传统， 不管哪名职工的
家属来， 项目班子都要陪着吃一
顿饭， 感谢家属在背后默默支持
的付出。 “班子成员们都和家属
拉家常， 谈谈家里的事情， 有的
职工闷着不说的事情家属会说，
这样我们会更全面了解员工， 有
困难尽量解决。” 李静说。

李静对项目员工是如此关
心， 但对家人的照料和付出比较
少， 让他始终觉得愧疚。 李静有
两个孩子， 一个7岁， 一个两岁
多。 2015年12月， 小儿子病重住
院， 情况十分紧急， 经多家上海
医院诊治都认为病情严重。 作为
父亲， 李静本应时刻陪伴在孩子
身边， 但南昌铁路调度所项目在
春节前是一个关键节点， 受到各
方关注， 他也仅仅回家两天就又
回到施工现场， 指挥、 调度、 协
调项目生产的推进。

“我真的很感谢家人支持和
体谅我， 我一定会以更优异的工
作成绩回报他们的理解！” 李静
说起这些时， 声音有些哽咽了。

守在大山里的电工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张亮 文/摄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在北京昌平区的西部有一片
山， 平均海拔800多米， 那里叫
做老峪沟。 大山深处有5个村子，
住着1200户村民， 负责他们日常
用电的是三位年过半百的电力老
员工。

韩世军是老峪沟营业站的站
长， 现年54岁的他却是老哥仨里
最年轻的一个。 站里只有一部工
程车， 会开车的也只有韩世军，
所以不管上班还是值班， 韩世军
除了干活还是全天候的 “司机”。
他的老父亲去年刚刚过世， 家里
还有一个87岁的老母亲， 可韩世
军几乎连回去的时间也没有， 就
连春节， 他都没有离开站里。

一大早， 韩世军的手机就响
了 。 对于老峪沟这里的村民来
说， 他的手机号就是办公电话 ，
村民们都知道， 只要有用电方面
的事都会打给他。 黄土洼村委会
要拆房新建， 需要移动接户线，
韩世军和张彦福、 张振华老哥仨
拿上工器具， 立马就出发了。

由于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没有
电工， 三个人不仅负责着村里供
电设施的维护， 还担任着各村义
务电工的角色。 谁家停电了、 跳
闸了， 甚至灯泡坏了， 第一时间
都会想到他们， 而他们也从没让

村民失望过。 “年轻人基本都出
山了， 没人学电工， 这么多年，
村里有用电问题都是老韩他们帮
忙解决的， 而且向来随叫随到。”
望着屋子里亮起的灯， 64岁的村
书记感慨地说。

回去的路上， 韩世军他们被
同村的一位老大爷叫住。 老人家
年事已高， 腿脚不便， 家里电表
没有电了， 想让韩世军他们帮着
买点电 。 山上的孤寡老人比较
多， 他们连手机都没有， “掌上
购电” 离他们还很遥远， 虽说村
里也设有售电代购点， 可让老人
们接受新生事物并不容易， 因为
他们只认营业站。

拿着老人给的一百元钱和电
卡， 韩世军回到了站里。 站里有
一部电费下发器， 购电需要使用
银行卡。 山上没有银行也没有自
动存储机， 韩世军都是先用自己
的工资卡帮助村民购电， 卡里的
钱用光了， 他就下山找最近的银
行去存钱。

给电卡充了值， 张彦福将电
卡给老人送回去， 又帮着老人通
上了电。 回来后这个号称最不爱
坐着最不爱睡觉的老哥， 刚换上
鞋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直到被
微 信 铃 声 叫 醒 。 原 来 是 供 电

所 的工作群下发了临时抄表任
务。 “现在岁数大了， 眼睛花，
手机这小字看不清楚 。 ” 抄表
前 ， 张 彦 福 每 次 都 是 提 前 做
“功课”， 把需要抄表的设备信息
抄到纸上， 一是看起来方便， 二
是心里也有个数， 以免第二天误
事。

不知不觉， 晚饭时间到了 。
“我们最愁的是做饭。” 别看老哥
仨身体硬朗， 但是却都患有不同
程度的胃病。 “吃饭没点儿， 有
时回来晚了就不吃了， 有时就吃
点剩的。” 站内有块空地， 每年
韩世军他们都会自己种些蔬菜，
而种的最多的是萝卜。 “冬天腌
上一大缸咸萝卜 ， 能吃很久 。”
韩世军自诩为是三个人当中厨艺
最好的， 晚饭一棵圆白菜几个干
辣椒， 简单至极。

日月交替， 鸡鸣破晓， 第二
天天刚蒙蒙亮， 村民早起开始忙
碌了。 韩世军也开上车和张彦福
一起开始抄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