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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丽珍/摄

24小时待命的掘进队长
———记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西南分公司盾构掘进队长王昌亚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杨婷婷 文/摄

———记北京住总集团轨道市政总承包部总工程师付春青
用创新与专注诠释工匠精神

凌晨4点钟的北京是最静谧
的时刻， 刚刚从广州出差回来的
北京住总轨道市政部总工程师付
春青， 下了飞机便匆匆来到单位
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憩
一会儿， 就又投入到一天紧张的
工作中。 这样的生活对于付春青
来说习以为常了： “我出差的时
候都会当天去当天回， 不管多晚
都会尽力赶回来， 这样不会耽误
第二天的工作。”

付春青自从2001年华东交通
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城市地铁建
设一线从事现场基础技术质量管
理、 项目技术攻关和创新研究工
作，先后参与了北京地铁13、5、10
号线、杭州地铁1号线等工程的建
设，有17年的基层工作经验。

“两化” 管理促提升
“两硬三软” 铸人才

“2004年入党以来， 我一直
坚守着党旗下的誓言。 身为一名
技术工作者， 我的理想就是， 凡
是我遇到的困难， 一定要让它到
此为止， 不能让别人重蹈覆辙。”
秉承这样的理念， 付春青致力于
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难题， 他带领
技术团队共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科技质量成果， 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技术人才。

作为总工程师， 付春青极为
重视企业内部技术管理 。 通过
“两化” 管理， 即 “施工作业标
准化”、 “技术管理规范化” 管
理， 提高技术管控水平。 为实现
标准化管理， 付春青带领团队开
创性的编纂标准化手册 《轨道交
通市政工程浅埋暗挖施工标准》，
并在集团获 “2017年度科技质量
成果” 一等奖。 这在住总集团尚
属首例， 为实现企业标准化管理
开创了先例。

同时， 付春青极为重视人才
梯队建设。 他主要采取 “两硬三
软” 的措施， “两硬” 即是通过
持续性策划培养人才梯队和有针

对性的督促个人实现持续性提
升， 从而达到人才队伍整体提升
的目的。 “三软” 即从三个方面
培养技术人员的 “软实力”： 第
一是要让技术人员有底线、 有原
则， 真正做到严格把控； 第二是
对人员的执业资格能力的建设和
培养； 第三是通过人文关怀与激
励机制， 促使个人发展实现最大
化价值。 “我们通过实施 ‘两硬
三软’ 的措施， 让每个技术人员
的眼睛， 都成为终端管理的摄像
头， 保证技术管控过程不出任何
问题， 让团队更有战斗力！”

付春青牵头成立了轨道市政
部BIM工作室及科技创新工作
室， 近年来荣获了国家级QC成
果一等奖10余项、 科技进步三等
奖1项、 发明专利5项， 北京市长
城杯奖项10余项， 北京市级工法
1项 。 2017年轨道市政部成为集
团钱新测量创新工作室挂牌单
位， 付春青任副主任， 在孕育和
培养测量人才上倾注了大量心
血。 在前不久住总集团 “第二届
工匠大赛暨2018年测量放线工比
武 ” 大赛中 ， 获得名次的31人
中， 轨道市政部就占了11名， 其

中包括特等奖1人， 一等奖4人。
对于这些荣誉， 付春青有自

己的想法：“这是技术工作从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 做得‘多’才能出
精品，‘少’就只能期待奇迹。 ”

探索创新造台车
攻坚克难创奇迹

2016年11月，“付春青———数
控衬砌台车创新团队” 获北京市
国资委2016年度企业优秀科技创
新团队称号， 并给予创新团队50
万元的资金支持。同时，该科研项
目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
新型专利2项、“2017年北京市级
工法”。前不久在第12届北京发明
创新大赛中又获得银奖。

硕果累累的背后， 离不开不
怕苦不怕累的辛苦付出与无私奉
献。 凡遇到棘手的难题， 在办公
室通宵研究方案是付春青的常
态。 在他的影响下， 技术团队的
每个人都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融入血液。

在6号线03标施工过程中 ，
每隔十米隧道断面的高度、 宽度
就会发生变化， 施工难度与安全

风险极大， 采用现有台车或人工
支模的方式难以满足施工及工期
要求。 若研发新型台车， 则新型
台车必须满足骨架能够在隧道最
小断面中穿行， 还能在最大断面
中承受压力， 同时能够应付各种
工序的转换。 这着实是一个棘手
的难题。

付春青暗暗下了决心， 他要
在有限的时间内研发一款满足施
工条件的新型台车。 他的想法得
到了集团和轨道市政部领导的大
力支持。 付春青迅速召集技术骨
干组建了10人的台车研发团队。
“那段时间， 我们每天都要查阅
大量的资料， 大家几乎跑遍了北
京所有的图书馆， 非常辛苦， 我
们基本上都会吃住在公司。”

为了攻克难题， 台车研发团
队请了许多国内知名专家多次进
行研究， 还制作了台车模型反复
进行模拟试验， 不断摸索前进。
为了监控台车的生产过程， 保证
随时解决问题， 付春青每周都去
远在燕郊的台车生产厂家两到三
次， 一去就是一整天， 经常半夜
才到家。 在那段时间， 他每天下
班就会来到项目部施工现场， 观
察施工条件。 他总是随身带着本
和笔， 有灵感的时候就拿出来画
设计草图， 这样的本子他已经画
满了整整三个……通过团队一个
月的不懈努力， 穿行式数控衬砌
台车的真容渐渐显现出来， 新型
台车能够满足所有施工要求。

数控衬砌台车的诞生， 彻底
解决了浅埋暗挖隧道施工中因拆
除临时支撑结构而引起的隧道长
时间临空现象， 通过数显受力监
控屏对支撑杆件受力情况进行可
视化监控， 有效提高了隧道二次
衬砌施工的机械化程度， 大幅提
高工作效率， 降低施工成本。 数
控衬砌台车在北京地铁16号线05
标及6号线西延线03标施工中节
约成本近100万， 在缩短工期的
同时有效控制了安全风险。

着眼于轨道市政部长远发

展， 目前， 付春青又研制了自由
知识产权的地下工程智能一体化
监测平台， 同时深入开展市政管
廊工程预制装配化试验段课题的
实施方案研究， 再次全身心地沉
浸到科研工作中……

舍弃小家为大家
纸条传情补父爱

在付春青的家里， 他工作以
来的各种笔记本就装满了整整四
个大箱子。 “这些笔记本都是我
的心血 ，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
提到孩子这个字眼， 付春青愧疚
而心酸的感觉涌上心头。

付春青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五
年级了。 打出生第三天， 他就离
开妻儿投入到了杭州地铁一期工
程九堡东站项目建设中， 一去就
是一年。 回来后儿子都已经学会
走路了。 直到现在， 他也是经常
加班或晚归， 他回家的时候， 孩
子基本上已经睡着了， 虽然生活
在一个屋檐下， 一个星期也和儿
子说不上几句话。

平日， 父子俩就用小纸条进
行交流。 “爸爸， 我好几天没看
到你了， 周末可以带我去科技馆
吗？” “爸爸， 今天老师表扬我
了 ， 因为我昨天的作业得了满
分， 好开心呀” ……这样的小纸
条 ， 他已经收集了满满两个纸
盒。每当看到这些，付春青总是既
心酸又高兴。高兴的是，孩子快速
成长，练就了很强的独立性，从三
年级开始就可以自己独立上学，
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能自己上下
学的孩子。心酸的是，一直没有时
间好好陪伴孩子， 孩子就在日复
一日的忙碌中长大了。

“如果重新选择， 我还是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这条道路。 在矛
盾和困难面前， 共产党员就是要
抢在前面， 做在前面， 为推动企
业和行业技术进步贡献毕生力
量。” 付春青是这样说的 ， 也是
这样做的。

早上六点起床， 下午六点下
班； 赶工期时， 24小时值班。 即
便工期不那么紧张， 作为盾构掘
进队长 ， 王昌亚也得24小时待
命， 随叫随到。

“突发故障很常见， 有时我
刚刚躺下准备睡觉， 电话就打过
来了。” 王昌亚说。 2017年冬天
凌晨两点， 王昌亚接到井下盾构
司机电话， 说是盾尾漏浆严重。
在电话中了解基本掘进情况后 ，
他立马赶赴现场， 对漏浆情况进
行了分析。 最后， 他向现场人员
和盾构机司机交待， 在掘进过程
中姿态要微调， 不能纠偏过大，
保证盾尾间隙均匀。 同时， 注意
对同步浆液配合比进行调整， 保
证浆液质量； 尤其在富水地段，
还应加大盾尾密封油脂注入量。
后面的掘进过程中， 也正是从这
几个方面着手， 解决了盾尾漏浆

的问题。
自2010年进入中铁十六局轨

道公司西南分公司， 王昌亚参与
并见证了分公司在昆明的首个盾
构项目———昆明首期工程八标 。
如今， 他又成为分公司昆明轨道
交通6号线二期工程五工区盾构
机主要指挥者之一， 担任工程部
长和盾构掘进队队长职务。

回忆起刚接触盾构机时，看
到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电器和元件
时， 王昌亚在感到新奇时更对自
己产生了疑问：我能学好吗？当他
来到盾构司机操作室时， 看到四
个屏幕百余个操作选项控制着盾
构机运行的轨迹、参数的设置，而
这些参数哪怕是毫厘之差， 也会
酿出重大安全事故。 当他在惊叹
盾构机的高科技时， 也默默下决
心要将技术学到家。 为了很快的
适应新角色， 他每天都会跟在老

师傅后面，老师傅说的每一句话、
干的每一件事， 以及工作流程他
都记得很清楚。每天下班了，他还
要追着老师傅问开盾构机应注意
的事项，就算是钻到被窝里，还会
学习盾构操作手册。

“当时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
短期目标， 那就是要真正明白盾
构机的工作原理、 明白每一个按
钮的作用 。” 正因为有了目标 ，
王昌亚从不放过每一个零件、 每
一根线路 、 每一个参数 。 就这
样， 一个工程下来， 盾构机完全
被他 “征服” 了。 如今， 针对每
种地层、 每个按钮背后的意义，
他都能娓娓而谈， 而且就如地层
交界处的控向、 调参数类难题，
对他来说， 也已很轻松 。 同时，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 写了很多总
结， 也带出了好几个徒弟。

昆明轨道交通6号线二期工

程五工区一号井到菊华站第二盾
构区间上场以来， 王昌亚与他的
兄弟们在左线已安全穿越冶金住
宅楼、 市丽康时装厂职工住宅、
金马招待所、 冷冻库、 省农垦石
油公司住宿楼 、 西货场铁路专
线、砖木结构危房等建（构）筑物，
并且已经到达停机加固位置，离
盾构区间的贯通又近了一步。 想
想这施工过程中， 长距离大坡度
曲线段粉砂岩地层、 局部区段还
穿越含有溶洞和裂隙的粉砂岩、
灰岩土层不说，而且建(构)筑物密
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盾构掘
进偏向、地面沉降超限。

“操作的时候， 我手心都冒
汗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
面参数的变化， 当我们终于一段
段平稳穿越后， 我悬着的心才算
放了下来。” 谈及那些 “惊心动
魄” 的时刻， 王昌亚略显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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