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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不不久久，， 中中国国建建筑筑第第二二工工程程局局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上上海海分分公公司司苏苏宪宪新新劳劳模模创创
新新工工作作室室、、 三三公公司司刘刘正正全全劳劳模模创创新新工工作作室室，， 获获评评 ““全全国国示示范范性性劳劳模模和和

工工匠匠人人才才创创新新工工作作室室””。。 从从22001144年年起起，， 中中华华全全国国总总工工会会组组织织
开开展展全全国国示示范范性性劳劳模模和和工工匠匠人人才才创创新新工工作作室室评评选选命命

名名工工作作，， 每每三三年年评评选选命命名名一一次次。。 22001177年年，， 中中国国
建建筑筑有有33家家工工作作室室入入选选，， 而而中中建建二二局局两两个个

创创新新工工作作室室为为什什么么如如此此抢抢眼眼？？ 本本报报记记
者者进进行行了了专专访访。。

编编者者按按

中建二局三公司刘正全劳模创新
工作室2012年12月10日创立， 是以现
任经理、 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正全和党支部书
记、 河北省劳动模范杨广银作为领军
人组成的一个具有创新特色的组织 。
工作室共有成员53名， 其中高级工程
师3人， 工程师5人， 助理工程师12人。

精心培育———助推创新动力

西部国际金融中心项目于2012年4
月开工之初， 就确定了达到当地领先
水平和争创 “全国 ‘AAA’ 级安全文
明标准化工地” 的最高荣誉目标。 并
根据项目大多是80后青年员工， 入职
时间长短不一， 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
问题， 以争创 “全国AAA级安全文明
标准化工地” 为抓手， 结合 “绿色施
工” 创建目标要求， 围绕项目在施工
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有的放矢
地对员工进行施工管理培训、 技术交
流、 QC课题研讨等， 培育出了一批具
有创新意识和精神的后备人才， 又取
得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2015年4月， 刘正全劳模创新工作
室转战天府新区门户的205米地标性建
筑启阳恒隆广场项目。 项目建设初期，
刘正全劳模创新工作室提出了利用
BIM技术的可视化、 协调性全面引领
现场施工的科创目标， 成立了以刘正
全为组长， 项目书记杨广银为副组长
的BIM小组， 集思广益破解施工过程
中的壁垒问题。

群策群力———演绎无限精彩

西部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程是由4
栋超百米高层建筑组成 ， 高度高达
240.85米， 层高最高12.2米， 且1#楼38
层层高为9.35米； 高支模最高28.8米。
总建筑面积29.3万平方米 ， 单层最大
建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 最大跨度达
42米。 楼层高、 跨度大、 体量大、 方
量大、 形态异、 构件截面尺寸超厚等
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通过前期深入细致的分析， 工作室最
终总结出了如紧邻地铁线路的深基坑
支护、 7.65米深后浇带施工等十大工
程难题为 “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重点
研究课题。

因为工程毗邻城市地下铁路 2#

线， 护坡桩距离地铁支护桩距离最近
仅为0.5米， 一旦扰动甚至破坏地铁支
护桩， 将对整个地铁2#线的安全运营
造成严重影响。 经过多次研讨、 考察
和论证， 项目QC专项小组成员决定采
用护坡桩加双钢管内支撑技术对其进
行支撑， 此支撑技术使项目成为西南
首家非市政工程中大规模采用钢管内
支撑技术的项目。 经过最终观测， 基
坑最大变形为1厘米， 满足了地铁的使
用要求， 同时节约工期80天。

在创新工作室带领下 ， 启阳BIM
小组利用BIM技术全面引领项目施工
生产在技术、 质量、 安全、 成本、 物
资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项
目还成功举办了规模千人级的 “天府
新区BIM技术应用成果观摩会”。 2016
年12月16日， 刘正全劳模创新工作室
BIM技术应用亮相2016国际创新创业
博览会。

创先争优———结出丰硕果实

工作室将员工们在施工中历练出
的切实可行和有效的施工管理经验和
各种难点经过提炼总结， 自行编辑出
版了 《施工技术与论文集》， 共有29篇
高质量论文刊登在册。

在实施绿色施工进程中， 劳模创
新工作室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措施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其中， 充分利用
降水抽出的地下水， 经沉淀后用于混
凝土养护 、 植被浇灌 、 喷淋降尘等 ，
减少自来水用量50%， 每月节约8000
余元。 原创运用在现场布置垃圾垂直
运输管道 ， 提高清运效率80%。 工作
室应用的BIM技术、 自动喷淋降尘技
术、 废木方接长技术等新技术， 累计
为项目节约成本2183.2万元 ， 荣获四
川省和成都市绿色示范工程。

刘正全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5年
来， 工作室提出的种种难题一一得到
了完美解决。 原创新技术中有2项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2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 多项创新技术在 《施工技术 》
等国家级刊物发表。 先后培养出机关
部门正副职2名， 项目经理8名， 项目
总工7名 ， 生产经理3名 ， 安全总监3
名， 机电经理7名， 商务经理3名， 项
目经理助理1名，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 下一步，
工作室还将不断创新。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苏宪新工作
室现有成员50余人， 其中高级工程师3
人、 高级经济师2人、 工程师10人， 以
苏宪新为技术带头人， 聚集了一批业
务上有专长、 有一定理论水平、 实践
经验和创新能力的员工， 先后承建南
京上坊保障房项目 （时为全国首栋高
层全预制建筑）、 南京丁家庄二期保障
房项目 （江苏省目前采用装配式结构
建筑面积最大在施装配式工程） 等装
配式建筑代表性工程。

苏宪新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 工作室在全预制装配领域拥有5项
创新成果， 在根治渗漏、 消除扬尘等
领域创造11项实用新型专利， 工作室
目前实施的装修一体化技术在国内走
在前列。 工作室研发的全预制装配式
综合施工技术被评为中国施工企业科
学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一大批科技
成果被专家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已
在我国多个大型装配式建筑领域推广
运用， 累计创效近6000万元。

全预制装配式技术：像搭积
木一样盖房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同的建筑构
件中都有预置好的钢筋和灌浆套筒接
口 ， 工人施工起来如同拼装乐高玩
具———将一块构件露出的钢筋插入另
一块构件预留的套筒中， 再通过预留
注浆孔对套筒进行灌浆， 构件与构件
就能结结实实地 “长” 在一起了。

工作室研究的 《住宅产业化全预
制装配整体式框架结构综合施工技术》
等一批科技成果被专家鉴定为国际先
进水平， 并被评为中国施工企业科学
技术奖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

一体化装修技术： 解除质量
通病 提升“绿色”竞争力

在南京上坊保障房项目实施中 ，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研究的6-05栋
楼建筑整体结构预制率达65.44%， 整
体装配率达到81.31%， 采用全预制装
配式结构， 是当时已竣工的预制装配
式框架结构中预制率最高、 建筑部品
集成度最高的建筑。 最后该项目以优
异的品质和精湛的技术先后荣膺2015
年建筑施工最高奖项 “鲁班奖 ” 和
2016年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住

宅小区金奖。
目前工作室正在施工的南京丁家

庄二期保障房项目A28地块， 6栋高层
住宅全面采用全预制装配式技术。 该
工程主体结构预制率达到32%， 装配
率达67%， 建筑高度30层91米 ， 是江
苏省目前采用装配式结构建筑面积最
大、 层数最高的在施装配式工程。

7天可精装一套房、 10天可拎包入
住……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工作室大
力研究的一体化装修技术已经走在了
装配式建筑的前列。 洗手池、 马桶和
洗浴、 地面排水设施在内的卫生间在
工厂整体生产，运到现场，推进预留位
置，就算大功告成。 整个过程，无水泥、
无砂石， 只需螺丝、 黏粘合剂， 一次
模压成型， 无拼接缝隙，让群众最关注
的房屋渗漏等质量通病远远 “遁逃”。

施工智能化： 为建筑装上会
思考的“大脑”

随着AI的推广， 建筑也搭上人工
智能的快车道， 物联网、 互联网正在
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必备。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建筑
“创客” 们， 在互联网科技上动起了脑
筋 ， 在装配式建筑上引入互联网和
BIM技术， 实现三者之间的 “强强合
作”。 为提高构件安装效率与精准度，
工作室成员利用BIM技术构件模型库，
完成构件拆分和预制率统计， 实现全
过程模拟 ， 再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 ，
为部件厂家生产提供高精准的信息数
据， 从而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之
间的数据共享。 同时， 利用互联网支
撑的二维码技术，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
扫描读取预制构件的二维码信息， 安
装位置 、 验收结果等信息一扫尽知 ，
预制构件的安装质量大大提高。

此外，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还
大力在现场管理中运用物联网技术 。
塔吊 “视频黑匣子”， 告别 “对讲机”
时代， 预制构件吊装实现可视化操作；
自主研发兴筑APP， 任务分配 、 任务
处理及隐患整改下发均可实现 “线上
操作”； 塔吊照明搭上云端物联网， 手
机变身远程 “遥控器”， 一键实现远距
离智能开关。

目前， 工作室还有很多创新成果
正源源不断地解决着工程施工中的疑
难杂症。

苏宪新劳模创新工作室：

聚焦建筑工业技术革新
刘正全劳模创新工作室：

双劳模演绎无限精彩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傅晓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