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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北京地铁16号线丰
台南路站施工现场， 上演了一场
紧张的车王争霸赛。 作为2018年
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 “安全质量
月” 系列活动的压轴大戏， 第七
届轨道交通工程岗位技能竞赛精
彩纷呈。

在 “车王争霸” 比赛现场 ，
1名参加比赛的班组长首先面向
裁判进行班前讲话， 讲解暗挖施
工使用电动三轮车的操作要求和

注意事项。 一起参赛的两名驾驶
员分别驾驶着电动三轮车在满布
“陷阱” 的环形道路上相向而行，
时速不超过5公里， 并不时要根
据 “陷阱” 作出相应的操作。 两
名裁判员则根据驾驶员操控动作
规范性进行打分。 这项比赛模拟
了地铁暗挖施工作业场景， 各路
司机在现场大秀车技。

与 “车王争霸” 竞赛热火朝
天的氛围相比， “大家来找茬”

比赛现场则是静悄悄的。 只见参
赛人员或是聚精会神地翻看图
纸， 或是一丝不苟地进行测量，
或是在答题纸上奋笔疾书……记
者了解到， 赛前， 承办单位按照
竞赛图纸和施工方案在现场用钢
筋、 防水卷材等建筑材料， 按照
1:1的比例重现了车站梁板柱墙
等构件实体， 在建造过程中人为
制造了一些质量缺陷。 该项比赛
要求参赛的质检人员在15分钟内
找到缺陷的位置， 在答题纸上对
应图纸的相应位置标出， 并要进
行文字描述。 赛场上虽没有机械
的轰鸣， 但专业知识上的高手对
决依然惊心动魄。

本次技能竞赛将以赛促学 、
以赛促练 、 以练促改作为出发
点， 选取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过
程中常见的安全、 质量活动为场
景， 来自39家施工单位、 18家监
理单位的150名好手同场竞技 ，
展现了轨道交通建设的风采， 突
出了强化班组建设、 压实岗位责
任的活动主题， 达到了增强安全
质量管理意识， 提高安全质量管
理水平， 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全
面达标的目的。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每天早晨6点钟开始， 盾构
司机们洗漱 、 吃早餐 、 开安全
会， 7点准时下井接班。 “盾构
机一旦开工， 就需要24小时不间
断作业。” 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
昆明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五工区
盾构副经理翟志峰说： “当前4
个盾构新司机需要两班倒， 早上
7点到晚上7点。”

来到1号盾构井至菊华站区
间， 盾构机正在作业， 最前方的
刀盘、 盾体和前面的5节台车都
已经进入隧道内。 “盾构机按照
每分钟50至60毫米的速度前进，
再过一段时间， 左、 右线将进入
建筑物更加密集的城中村。” 翟
志峰介绍。

来到掘进处， 盾构司机首先
看盾构机是否正常运转。 只见盾
构司机紧紧盯着面前的操作显示
屏， 密切关注着每一个参数： 土
压力、 刀盘扭矩、 刀盘转速、 掘

进速度 、 盾构推力 、 出土情况
等。 “每一个参数都代表着盾构
机不同部件的运转情况， 有一个
参数出现偏差 ， 就可能造成停
机， 这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盾构
机一停机 ， 就容易造成土压失
衡， 进而造成地面下陷， 甚至将
盾构机埋起来， 使盾构机作废。”
老司机王昌亚说。

主控室的空间不大， 也就容
三四个人站立， 但就是在这个狭
小的空间里， 盾构机刚刚又顺利
向前掘进了一环。 此时， 王昌亚
正在计算管片拼装点位， 计算好
后， 他拿起电话， 与井口施工人
员联系下一环所需的轨枕 、 泡
沫、 油脂、 管片等材料。 随后，
他跑到盾尾监督管片拼装质量。
大概10分钟后， 在台车中间的轨
道上， 一辆电瓶车拉着下一环所
需的材料过来了。

“将管片类材料卸装后， 然

后再运出渣土。” 王昌亚指着电
瓶车说， 因此盾构机司机不像汽
车司机那样， 只管车前进、 后退
就行了， 他还需要控制出土情况
和管片安装的情况， 并在最短的
时间内， 以最少的趟数， 出更多
的渣土， 安装更多的管片。

正准备拼装管片时， 翟志峰
给司机们送来了点心。 “干活时
间长， 有时真没一会就饿了， 幸
好有领导关心。” 95后盾构司机
李刘杰说笑着 ： “有了美食和
‘家人’ 关心， 我们就觉得非常
知足。”

补充完能量， 盾构司机们又
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 。 拼装
好一环管片， 李刘杰拿来钢尺，
仔细地测量着盾尾间隙， “盾尾
间隙一定要符合要求， 否则就会
出现错台、 破损等质量问题， 保
持好了， 才能建成既稳固又漂亮
的隧道。”

没多久， 一位工友将记录着
地面沉降数据的报表给王昌亚拿
了过来。 王昌亚仔细地核对着，
指引盾构新手微调盾构机的一些
参数。 王昌亚还特意交待： “必
须要注意同步浆液的质量、 方量
和注入率， 以确保地面沉降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内， 防止塌方。”

19时许， 白班盾构司机一天
的工作结束了， 从盾构井上来，
尽管天色已变暗， 但他们还是觉
得光线很刺眼。 “每天早晨7点
进井 ， 晚上 7点出井 ， 或者晚
上 7点进井 ， 早上7点出井 ， 几
乎 每 天 都 看 不 到 太 阳 ， 但 我
的心中充满阳光。” 司机侯平乾
说， “因为看着盾构机每天都在
前进， 隧道一点点变长， 心里就
特别高兴！”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曾丽珍

车王争霸秀车技 图纸找茬拼眼力

“看着隧道一点点变长就特高兴！”
———直击盾构司机下井的一天

3月26日， 记者获悉中建一
局城市副中心C1工程迎来中国
钢结构金奖， 最终以总分139分
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验收 ， 其
中， 现场实体质量高达98.5分。

几天前， 中国钢结构金奖秘
书处主任刘民携评审专家组对
C1项目进行了现场核查。

专家组深入施工现场， 对钢
结构的整体外观质量、安装质量、
焊缝外观质量、 油漆工艺控制等
进行了详细检查， 并仔细查看了
施工技术资料。随后，专家组从工
程质量与管控、施工难度、技术创
新、 工程施工管理等四个方面对

项目进行了现场的考评打分。 最
终，C1项目取得了现场实体质量
98.5分 （满分100），获得总分139
分（满分150）的优异成绩，赢得了
专家组的肯定和好评。

专家组组长王明贵表示，通
过看现场、听汇报、查资料和面对
面交流， 能看到中建一局高度重
视质量管理和培训， 进行了规范
性的管理， 保证了工程的施工质
量，得到了专家一致认可，高的考
评分数是对建设者工作的一种肯
定，但分数和奖杯不是目的，目的
是要把好的管理方法理念和技术
创新推广下去。

□本报记者 马超

第七届轨道交通工程岗位技能竞赛

城市副中心C1项目通过“大考”
以总分139分通过中国钢结构金奖验收

今年， 全市将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1107个建设任务村庄
名单已确定， 第一批71个市级试
点村将率先启动建设。 昨天， 记
者从北京市2018年农村工作会议
新闻发布会获悉， 今年将重点围
绕 “清脏、 治乱、 增绿” 三项要
求， 高质量完成村庄的人居环境
整治 ， 并完成美丽乡村规划编
制。 年内， 还要完成450个村庄
“煤改清洁能源” 任务, 基本实现
平原地区村庄 “无煤化”。

北京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康森
介绍 ， 2018年全市农业农村工
作将围绕着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
培育乡村新动能、 构建大尺度绿
色生态空间、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加强乡村文化传承和乡
村治理等六大方面内容继续推
进。 其中， 美丽乡村建设将重点
围绕 “清脏、 治乱、 增绿” 三项
要求进行人居环境整治。

目前本市已经确定了今年
1107个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的村庄
名单， 1107个村庄覆盖全市所有
区。 其中， 第一批71个试点村已
经基本完成规划编制， 年底将建
成美丽乡村， 包括平谷区挂甲峪
村、 顺义石家营村、 房山黄山店
村等在内， 覆盖全市9区。

康森表示， 今年， 全市要高
质量完成1107个村庄的人居环境

整治， 同时要完成这批村庄的规
划编制工作， 以规划来引导未来
村庄建设发展。 此外， 年内450
个村庄将告别燃煤， 年底， 全市
平原地区村庄完成 “无煤化” 目
标。 在公共服务领域， 2020年将
基本形成以中心村为核心的30分
钟公共服务圈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 ， 2014年以来 ，
全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截至目
前， 全市已经累计建设完成1300
个美丽乡村， 农宅抗震节能改造
基本实现应改尽改， 山区第三轮
2.2万 户 、 4.8万 人 完 成 搬 迁 ，
2513个村庄、 约95万户住户实现
“煤改清洁能源”， 供暖季减少散
煤燃烧290万吨 。 2017年休闲农
业和民俗旅游全年接待游客4337
万人次， 实现收入44.1亿元。

2018年， 本市农村重点工作
将着力改善农村民生。 2018年计
划全市在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安
置农村劳动力就业1万人， 新增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4万人以上。
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 ， 全面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 加快补齐 “空白村” 的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 建设乡镇养老照
料中心、 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和邻
里互助点， 着力构建以小城镇、
中心村为核心的30分钟乡村公共
服务圈。

昨天， 北京市妇联联合北京
市高级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
案例， 介绍 《反家庭暴力法》 施
行二周年以来北京市干预和制止
家庭暴力， 依法维护家庭成员合
法权益的工作举措和成效。

2016年至2017年两年间， 北
京市法院对受理的离婚案件作出
一审判决书共17463份， 其中当
事人反映有家庭暴力情节的有
1867份 ， 占比近11%。 据介绍 ，
两年来， 全市法院共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145份， 对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被
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求
的， 法院采取训诫、 罚款、 拘留

等处罚措施， 维护保护令的权威
和严肃性。

针对受害人举证难的问题 ，
北京市高级法院副院长、 新闻发
言人安凤德表示， 在受害人申请
法院调取证据或法院认为确有必
要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时， 法官
会尽可能地向当事人住所地居委
会、村委会、妇联、邻居调查取证，
到公安部门调取相应的报警记
录、出警记录、调解笔录等材料。
法院还适当拓宽证据形式， 将施
暴者的书面保证、悔过书、有旁证
支持的视听资料、网络聊天、微博
等电子信息采纳作为认定家庭暴
力的证据。

两年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45份

□本报记者 孙艳

1107个村庄启动美丽乡村规划编制

本市今年试点建71个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李婧

本市反家暴典型案例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