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
的项目经理王恒被妻子称为 “一
年工作362天的人”。 虽然还不到
40岁， 王恒简历里重点工程的名
字能写一长串： 奥运村工程、 北
京市交管局综合服务中心、 中航
大厦、 中国国学中心、 通州后北
营安置房工程、 北京城市副中心
职工周转房C2标段工程以及目
前在施的一项国家重点工程……
这些项目无一例外都备受关注，
必须万无一失， 而且各个都是不
好啃的骨头———有的项目工期
紧 ， 质量要求高 ； 有的建筑超
高， 造型还非常规； 有的项目地
处京城寸土寸金的奥运核心区，
工地围墙可着建筑地基的坑边，
施工作业需一边腾地儿一边干。
年龄不大的王恒不仅仅是个能加
班加点的实干家 ， 还能攻坚克
难， 是个擅于解锁新技术的 “建
筑智囊”。

高空爬楼学技术

王恒自己不善言辞， 记者问
了半天， 他也只是在自己的专业
上打转， 每句话都带术语， “爬
模” “顶升” “模板” 满天飞，
听得记者直着急。 可同事说起王
恒， 故事可是多了去了。 王恒的
同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东三环
登悬空铁梯爬百米高楼的段子。

2011年， 北京城建集团接下
了中航大厦项目。 这是个设计23
层， 高99米的 “大个子”， 而且
外表面含双向弧度 ， 工程难度
高。 王恒在项目中负责技术。

高层建筑钢管柱混凝土浇筑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顶升
法”， 一种是 “高抛法”， 说通俗
一点就是一种是用高压泵将混凝
土 “打压” 从柱底向上顶升， 另
一种是从顶部向下直接浇筑。 两
种方式各有利弊， 而且都需要攻
克技术难题， 到底用哪种才能用
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效果呢？

工程尚在筹备阶段， 王恒和
同事开车在东三环路过， 看到一
座在建的高层建筑， “半成品 ”
就有40多层， 快200米高了 ， 而
且尚未封顶。 这楼怎么盖的？ 能
不能参考他们的高层建筑建设经
验呢？ 王恒和同事当时停下车，
要进工地看楼， 却被保安给拦在
了门口。

王恒在保安室看到了该项目
技术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当即决
定给这位陌生的同行打电话 “求
助 ”。 这位包姓负责人很热心 ，
带着王恒一行进行了参观和介
绍。 同事回忆， 这楼30层以下有
电梯， 可是到了最后的十几层需
要爬悬挂在核心筒施工平台上的
金属梯子， “不敢往下看， 核心
筒井筒是空的， 下面黑洞洞的深
得看不到底。 而且风一吹， 梯子
还微微有点晃悠 。 谁不腿软 ？”
同事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王恒一
直抬头爬梯子， 坚持到了楼顶。

爬一次楼， 王恒收获不小，
他得知这座楼要达到250米以上，
用了成本高、 需要购置专用高压
混凝土泵和特制泵送管道的 “顶
升” 法。 将混凝土打压到高空的
设备价格不菲， 成本平摊到200
多米的高楼上还划算， 如果用在
高度不足百米的中航大厦项目

上， 将大幅度提高成本， 王恒最
终选择了由上而下的 “高抛法”。
王恒还通过这次 “取经”， 得到
了启发， 解决了弧形混凝土结构
外表面爬模应用的技术难题。

见缝插针组织施工

中国国学中心项目， 总建筑
面积 81362平方米 ， 主体建筑 8
层， 裙楼东西两翼北侧4层， 东
侧与西侧三层。 该项目地处北京
市腹地 ， 鸟巢旁边 ， 施工空间
小 ， 单层面积大 ， 实行分段施
工、 分段管理， 活儿都得 “挪”
着干 。 王恒是工地C段负责人 ，
而C段是工地的最后一个区域 ，
更是需要预留出工地进出的通
道， 施工空间得从牙缝里挤， 见
缝插针科学合理组织施工。

王恒结合现场条件， 不断改
进施工方案， 想办法 “螺丝壳子
里做道场” 改变平摊式建筑的方
式， 立体施工， 将不大的区域分
割成小块， 每一块竖向施工， 缩
小施工空间 。 并且实行重奖重
罚， 鼓励工人， 仅用八十天提前
完成C段地下结构施工， 为实现
主体结构提前封顶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2018年， 中国国学中心工程
以过硬的施工质量， 被评为 “鲁
班奖”， 这是王恒所负责的工程
继2008奥运会工程后第二个被评
为 “鲁班奖” 的工程。

不怕让业主参观的工地

2016年4月 ， 王恒成为后北
营一期安置房工程项目经理。 接
手项目的时候， 领导告诉王恒，
政府承诺拆迁群众两年内交房，
也就是说2018年4月前交付使用
是工程硬指标。 然而这个建筑面

积为18万平方米的项目， 正常工
期是3年。

工地上加班加点成为了常
态 ， 人最多的时候 ， 工地上有
2200人同时施工， 四五十台大型
设备在工地里出出进进， 工地每
天大小事宜， 王恒都是负责人，
每天数百件事情排队等着他拿主
意， 王恒觉得脑子 “内存” 都快
不够用了。

不过， 加班加点还不能解决
工期紧难题 ， 王恒得想辙 。 这
时， 他得到消息， 青岛有一个工
地使用了一种新的模板， 能大幅
度提高工期。 王恒赶赴青岛去取
经。 模板是建筑中墙面、 顶板的
支撑材料， 有塑料、 木质、 钢质
等多种材质， 最便宜的塑料模板
容易破损； 木质模板需要裁切，
消防安全隐患大， 现场有粉尘；
钢制模板太重， 安全隐患时刻存
在……而且这几种模板的工期都
不能达到王恒的心理要求。

青岛这个项目使用了新型装
配式铝合金模板， 用时安装， 墙
体成型后能实现迅速拆装， 重复
使用。 王恒像看到了宝贝兴奋不
已 ， 然 而 这 种 新 设 备 也 有 弊
端———铝合金和混凝土发生化学
反应， 成型墙体表面会形成大量
气泡， 外观差。 王恒和生产装配
式铝合金模板的厂家保持了密切
的联系， 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最
终将铝合金模板技术进行了改
进， 在模板外面的镀膜解决了问
题。 “铝合金模板提高了混凝土
的成型质量， 大大加快了施工速
度， 将正常施工的7天一层的时
间， 缩短到了4天。” 王恒说， 因
这一技术的使用， 一栋27层楼的
结构缩短了2个月的工期， 而且
还有利于文明施工管理， 工地干
净、 整洁。

王恒回到工地后， 又看到安

置房的准业主们来到工地要求参
观， 由于工地是封闭式管理， 业
主们都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王恒
理解业主们的心情， 于是连夜做
了七八十页的PPT， 插入上百张
工地施工图， 对工程的进度、 质
量 、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介
绍， 同时主动安排组织业主到工
地参观， 让业主感受工程进度和
质量。

“工地不怕参观， 只要不打
扰工人干活儿， 我们尽量安排。”
王恒跟同事们说。

在两年的施工期间， 王恒组
织了五六次类似的参观汇报 。
“虽然对工程不懂， 但是他们来
参观看到工地干干净净， 每次来
都有新进度， 都特别高兴， 跟我
们工地的工作人员关系相处融
洽。” 王恒说。

在后北营一期安置房工程项
目中， 他放弃更换频率高、 安全
系数较低的密目网， 用成本较高
的金属外防护架保护施工工人的
安全。 为控制成本， 节约资源，
他想到了 “租赁”。 由于该工地
外观规整显眼， 还被集团其他公
司的同事拍照转发在朋友圈里。

后北营一期安置房工程是王
恒独挑大梁的第一个工程， 该工
程先后获得 “2016年北京市住建
委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2018
年北京市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部”、 “2017年北京市模范职工
小家”、 “2017年中国建筑业协
会示范项目部”、 “2018年北京
市建筑结构长城杯金质奖 ” 和
“2018年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一年工作362天的人

历数工作14年来的各个工程
项目， 王恒几乎在每个项目上都

有数月不回家的记录。
刚大学毕业就进入了奥运村

工程， 在整个奥运会期间， 王恒
都在现场随时待命， 幸好工程质
量过关， 没出现大修的问题。

在后北营安置房一期项目施
工阶段， 王恒的家与工地之间只
有15分钟车程。 可是， 工地里的
事儿多如牛毛， 王恒最长一次，
连续两个月没进过家门。 王恒的
爱人说 ： “他回家也管不了什
么， 走的时候儿子没醒， 回来的
时候儿子都睡了。 儿子总是问：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为什么不陪
我玩？”。

王恒现在负责的国家级重点
保密工程， 面对工期特别紧、 场
地特别小、 标准特别高、 规模特
别大的难题， 至今用了不足7个
月时间 （含2019年春节） 完成了
含105万方土方外运、 12万方混
凝土浇筑 、 2871根钢筋混凝土
桩、 106套隔振支座安装等所有
既定节点目标， 并提前插入钢结
构施工。 王恒几乎是24小时守在
这里……

8岁的儿子已经上二年级了，
三年幼儿园和两年小学的生活
中， 王恒几乎没有接送过一次。
只有每年六一， 王恒能与儿子开
心的团聚， 因为每年儿童节， 公
司都组织亲子活动安排家属带孩
子到工地参观。 这一天， 王恒可
以骄傲地带着儿子， 看着眼前一
片繁忙的建筑工地， 憧憬竣工后
的繁华。

去年王恒的妻子在他的微信
朋友圈里留言称， “为一年工作
362天的人点赞”， 王恒一时间不
知如何回复。 这一年， 他全天休
息的日子有三天———大年初二 、
初三、 初四。

这就是奋斗者的日常， 然而
无奋斗不青春。

□本报记者 李婧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项目经理王恒

一年工作362天的“建筑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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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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