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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住总二公司拉萨项目部预算员佘会帅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记北京城建新机场航站楼工程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段先军
高难度技术问题的终结者

“有问题找段总。” 在北京
新机场的施工现场， 只要出现技
术问题， 段先军总是大家第一个
想起的人。 段先军是北京城建新
机场航站楼工程总承包部总工，
在大家眼里， 他是新机场工地上
的创新专家， 更准确地说他是技
术问题的终结者。

北京新机场工程是国家重点
工程， 也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单体
航站楼， 建设中存在着很多技术
难题， 其中不乏世界级的技术难
度， 因此在建设过程中， 北京新
机场工程可谓是世界瞩目。 面临
这个 “国 ” 字号的 “明星 ” 工
程， 段先军临危受命， 通过一个
个技术攻关， 最终以高标准的施
工质量和快速的施工速度倍受赞
誉。 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每一
项工程建设之中， 把对技术工作
的热爱通过自己的双手画在一张
张图纸上、 一个个技术质量方案
上、 一个个重点工程上。

创新管理
打造智慧工地

北京新机场工程作为国家重
点工程， 社会关注度高、 政治敏
感性强。 其中， 新机场旅客航站
楼及综合换乘中心 （核心区） 工
程结构最为复杂， 体量最大、 施
工组织最难， 建筑面积60万平方
米， 工程造价近70亿元。 无论技
术管理方面还是标准要求方面，
该项目工程都超出以前工程。

作为总工程师， 段先军结合
工程特点， 主持项目与国内两家
知名企业合作开发了国内最先进
的工程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 。
“通过建立先进的BIM系统 ， 我
们将BIM技术应用到工程施工的
每个阶段， 从而实现了 ‘点型’
与 ‘线型’ 平台的结合。” 段先
军告诉记者。 在这个信息化管理
平台中， 通过深化设计、 碰撞检
测、 施工模拟、 三维技术交底等
实现了质量、 安全、 进度、 文档
等基于信息平台的集成化管理，

实现了新机场航站楼工程建设项
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信息化
管理， 为项目方案优化和科学决
策提供了依据， 减少了各专业之
间的碰撞， 让项目施工更加顺畅
的同时， 也为安全施工提供了全
方位的保护。

与此同时， 段先军还积极探
索和发展新技术、 新应用、 新设
备。 “尽管说我是建筑行业的一
名老兵， 但是新机场项目施工过
程中的好多技术问题都是新问
题，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遵循，
所以我们引进了一系列先进的施
工设备。” 段先军说。

在段先军的主持下， 项目引
进了数控自动化钢筋加工机械、
焊接机器人， 卫星定位的RTK、
放样机器人、 三维扫描仪等先进
设备， 开发了项目协同办公OA
系统 、 工程资料管理 PKPM系
统、 BIM5D管理系统、 塔吊监控
及防触碰系统、 可视化安防监控
系统、 劳务实名制一卡通系统，
打造了一个现代的智慧化工地。

随着工程的不断深入， 段先
军通过创新技术管理、 提升技术
标准、 引用科技设备等措施， 攻
克了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技
术难题， 被人们誉为： “北京新
机场主航站楼为解决工程技术领
域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 ‘中国方
案’、 贡献了 ‘中国智慧’。”

创新技术
解决技术难题

工程大， 超大平面混凝土结
构施工水平运输成了一个不小的
难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施工材
料就不能及时输送至施工点， 从
而影响施工进度。 在北京新机场
航站楼工程施工中， 段先军以技
术研发数据为支撑， 创造性地在
工程超宽结构南北两侧设置总长
度1100米的两座钢栈桥， 运用研
发的大吨位 “小火车 ” 运输材
料， 解决了超大平面混凝土结构
施工水平运输难题， 提高工效3～
４倍， 为按时完成施工任务提供

了一份保障。
在施工过程中， 不得不提主

航站楼钢结构成功封顶的那一时
刻。 新机场主航站楼屋面网架的
投影面积有18万平方米， 相当于
25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而这个庞
大的结构仅以8根C型柱为主要
支撑， 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怎么
办？ 如何才能在确保施工安全的
情况下， 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于
是段先军带领技术人员开启了夜
以继日的技术创新工作。

他们多次邀请国内钢结构专
家进行论证， 并用BIM技术进行
一次又一次的模拟， 最终确定了
科学可行的 “分区施工， 分区卸
载， 总体合龙” 的原则。 施工过
程 中 ， 他 们 随 着 计 算 机 控 制
液 压 同步提升技术 ， 还用上了
数字三维仿真模拟技术、 测量机
器人、 三维扫描检测、 三维空间
坐标测量、 超声波无损检测等先
进设备和技术。 最终， 仅仅用了
80天时间， 主航站楼钢结构便成
功封顶， 而且提升精度差能控制

在±1毫米以内， 19万余米焊缝长
度的现场焊缝探伤一次合格率高
达100%。

虽然这一仗 “打 ” 得很漂
亮 ， 但是其中付出的汗水与艰
辛， 只有段先军和他的团队才能
真正体会， 当主航站楼钢结构成
功封顶时， 每一位建筑人心中都
激情澎湃。

建设工程
打造完美团队

多年在钢筋水泥中摸爬滚打
的段先军始终把 “建一个工程、
建一项精品 ” 作为自己的座右
铭， 并以此激励自己时时要抓好
工程技术质量工作 ， 努力为企
业 、 为社会建设一批批精品工
程、 经典工程、 老百姓的放心工
程。 工作中， 段先军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在新机场工程中， 他精益求
精， 细致入微， 严格要求， 严把
质量关， 保证每一个施工细节零
误差落实， 绝不出现任何一个细
节纰漏。 早上迎着朝晖， 晚上是
都市夜归人， 加班加点吃住在工
地更是家常便饭 。 段先军说 ：
“施工跟别的不一样 ， 只有亲自
到现场你才能发现问题， 从而及
时解决问题。 技术方案很完美，
但是执行的不好也就不能出现完
美的结果。” 所以在一线施工现
场， 职工们经常会看见段先军的
身影。 如今， 已经成为人们眼中
问题终结者的段先军， 职工看到
他时内心总能多添一份信心。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段
先军还言传身教， 引领青年学生
精益求精， 严于律己， 把建设优
质工程、 精品工程作为技术人员
追求的目标和使命。 对建筑人来
说， 一个重点工程不仅仅是一个
难啃的骨头， 更是一次很好的人
生历练， 也正是在攻克一个个难
题的道路上， 让段先军和团队迅
速成长起来， 最终一个精品工程
背后成就了一批优秀的建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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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域高原精打细算管经营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肖京敏

最 劳动者
寻找

美美

援藏建设， 北京住总集团通
过精挑细选选派了一位位精兵强
将， 他们无论在技术上， 还是思
想品德上， 都是问心无愧的优秀
者。 这其中， 就有北京住总二公
司拉萨项目部预算员佘会帅。

入藏之际， 公司召开欢送援
藏职工座谈会， 一副 “三载援藏
硕果累累荣膺铁军美名 十年鲁
班群英荟萃再立住二新功” 的楹
联代表了公司对援藏团队的深切
希望。 在经营工作中， 佘会帅也
始终牢记领导们的嘱咐， 借助援
藏平台， 不断加强自身的业务能
力， 在雪域高原的淬炼中诠释着
经营人的责任与担当。

“经营部门是整个工程的大
管家， 也就是说京藏交流中心这

个大工程， 预算需要多少钱， 实
际中花了多少钱等等， 都需要我
们这个部门来经营管理 。” 佘会

帅如此说道。 经营部门只有5个
人， 却要负责造价8个多亿、 建
设规模达22万多平方米的大工

程。 为给后期工程造价、 成本、
合同管理工作夯实基础， 经营人
员加班加点 、 超负荷工作是常
事， 经常是不分昼夜， 不分节假
日， 更不分上班还是下班。 “小
佘可不好约饭了 ， 每天晚上加
班 ， 都没有时间出去 。” 这时 ，
佘会帅只会淡淡一笑： “都是为
了工作。”

在拉萨常年工作的人们流传
这样一句话： “海拔高一千， 效
率降一半。” 但这句话似乎并不
适用于佘会帅， 尽管海拔三千多
米的高原， 也让他有时候处于头
晕脑胀的状态， 但在工作中， 他
始终能保持积极的精神状态， 高
效处理问题。

也许是预算员的 “通病 ”，
经营人员似乎都有无师自通 “精
打细算” 的本领， 因为京藏交流

中心项目很多审批和业务， 不仅
需要回京办理， 而且各种审批还
需 要 原 件 返 回 ， 因 此 中 间 产
生 不 少快递费 。 邮寄大宗资料
时， 为了节约资金， 佘会帅总会
货比三家， 选择最便宜的快递公
司， 尽可能节约项目成本。 “工
程本身利润不高， 小地方能省就
省一点吧。” 佘会帅说。

在生活中 ， 佘会帅性格开
朗， 十分乐于助人。 每当其他部
门的人找他帮忙查资料、 咨询合
同等问题时， 他总能不厌其烦地
帮忙解决 ， 得到大家的一致称
赞。 “青春是一首美丽的诗， 在
平凡的岗位上坚守， 兢兢业业任
劳任怨地工作， 也是一种奉献精
神， 尽自己所能完成工作任务，
尽到应尽的职责， 这本身也是一
种奉献。” 佘会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