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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 她带领团队建造
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
方， 如今她带领团队再克难关，
将 “水” 立方变成了2022年冬奥
会场馆的 “冰” 立方， 实现水冰
自由切换。 她就是陈蕾， 中国建
筑一局 （集团） 有限公司陈蕾职
工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 长期从
事公共建筑、 超高层领域的技术
管理和研发工作， 主要涉及超高
层关键技术 、 既有公共建筑改
造 、 绿色建造 、 智慧工地等领
域。 她曾获全国劳动模范、 奥运
工程建设标兵、 北京市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北京科学技术二等奖诸多
荣誉； 以她名字命名的职工创新
工作室 ， 获 2019年北京市市级
（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迎难而上
勇担国家重大课题

工作室成立于2016年， 是以
陈蕾为领军人， 在工程建设领域
以绿色建造施工方法为目标的科
研团队。 工作室所在的技术中心
为北京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共有
成员14人， 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4人， 高级工程师6人， 工程师
4人。 据陈蕾介绍， 创建工作室
的目的就是把具有一定专业知
识、 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优秀
人才聚集在一起， 发挥企业技术
中心在创新驱动和科技引领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 围绕国家科技发
展导向， 加强技术积累与实现资
源共享， 巩固和扩大中建一局集
团在建筑行业的科技领先优势。
“创新工作室的主要职能有四项，
即课题研究、 技术服务、 智慧建
造和EPC项目研究， 其中科研课
题和标准的编制要占工作室工作
量的一半， 主要承担省部级课题
和 ‘十三五’ ‘十四五’ 国家重
点研究课题， 每年在研十几项课
题。” 陈蕾对记者说。

“新建工程施工现场实现了
固体废弃物减排70%。” 2019年，

在成都举行的绿色建造技术观摩
暨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上， 陈蕾
就创新工作室承担的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施工现
场固废减排、 回收与循环利用技
术研究与示范” 取得的突破性进
展向专家汇报， 引发一致好评。

“这是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
承接的第一个重大课题。” 陈蕾
说。 在住建部颁布的 《绿色施工
导则》 中， 要求加强建筑废弃物
的回收再利用， 力争建筑废弃物
的再利用和回收率达到30%。 如
何加强建造垃圾源头管控和施工
过程再利用， 有效减少工程建设
过程垃圾排放， 是企业面临的重
要技术难题。

基于此， 工作室研发出施工
现场固体废弃物预测与控制技
术、 源头减量化技术以及综合处
理技术、 形成技术支撑数据库；
同时开发了基于BIM的施工组织
与材料资源材料优化软件， 编制
相关评价、 减量、 利用等技术指
南和专著， 将其中的核心技术与

管理方法形成行业标准； 研制出
施工现场固体废弃物智能传送设
备以及综合处理设备， 并在示范
工程上经过测试， 达到减排的指
标。 “目前该课题已经形成了关
键技术和成果， 在行业内取得话
语权， 树立了行业标准，” 陈蕾
说。

创新工作室成立至今， 按照
“新技术研发、 成果转化、 工程
试点示范、 编制标准规程、 推广
应用” 的建设科技工作程序， 在
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 累计获
得国家授权专利20项， 其中发明
专利10项， 软件著作权3项， 省
部级科技奖1项 ， 省部级工法2
项， 期刊论文23项， 省部级BIM
竞赛13项。

产学研一体化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在陈蕾的眼里， 建筑技术是
接地气的， 需要将技术成果直接
转换到实际生产中， 工作室就要

用技术服务基层项目。 工作中，
陈蕾将通用关键技术运用到项目
上， 统一做法， 先后做了8个技
术方向的关键技术集成， 让项目
超高层、 底板施工、 垂直运输等
技术可控、 标准化， 并告诉项目
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非常实用。

和团队成员去现场解决项目
遇到的重点难题， 是陈蕾团队的
家常便饭， 每年他们都会根据中
建一局承接的重大项目主动为基
层项目提供技术服务。 “智慧建
造是我们创新工作室的又一项重
要职能， 从2016年开始我们制定
规则， 这是工作室唯一具有管理
色彩的职能。” 陈蕾说， “近年，
工程流行采用EPC模式， 即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 这与传统的总
承包模式不一样， 第一次将设计
院的思路带进来。 由于中建一局
EPC项目每年占中标的近30%，
新的管理模式， 给传统总承包的
方式带来新的挑战。 创新工作室
就要把这种模式研究清楚， 协助
中建一局重大工程的投标。”

让 “水立方 ” 变成 “冰立
方”， 则是陈蕾创新工作室的又
一重大成果。 “十几年前， 我带
领团队， 建造了 ‘水立方’。 如
今， 我再次带领团队改造 ‘水立
方 ’。” 陈蕾说 。 如何让 “水立
方” 变 “冰立方？” 陈蕾告诉记
者， “创新工作室团队先后申报
了几次课题， 来解决设计问题。
课题从项目策划、 施工、 运行研
究， 科研带设计， 科研成果体现
到设计上， 引导施工进程， 解决
现场， 形成产学研结合的典型案
例。”

改造中， 最大的难点在于在
保有 “水立方” 水上功能的基础
上新增冰上功能的 “水冰转换”。
即在比赛大厅中部通过搭建可转
换结构及安装可拆装制冰系统，
形成具有4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
地 。 这种转换模式不仅实现了
“水立方 ” 与 “冰立方 ” 互换 ，
还实现了转换材料重复利用， 大
幅降低后期拆除改造成本。

“ 水 立 方 ” 里 水 的 常 温 是
26℃， “冰立方” 作为冰壶比赛
场地， 要求低温干燥， 和 “水立
方” 完全相反。 为了保证比赛大
厅的可持续转换， 陈蕾采用了分
区保温度的方法。 作为水冰转换
的钢结构支撑体系， 不能超过2
毫米至3毫米平整度。 一个个细
节和难点， 就这样被攻克。

2019年底 ， “水立方 ” 首
次完成 “水冰转换”， 转换后的
“冰立方” 成功举办了国际青少
年冰壶赛， 这意味着陈蕾再次攻
克关键技术成行业引领者。

传帮带育新人
打造自主创新团队

在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的
同时， 陈蕾注重团队成员梯队建
设， 队伍不断壮大， 工作室打造
出一支 “专一而高端”、 具有自
主创新能力的团队。

“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 所
有成员在科研水平、 思路方法上
都有不同程度进步， 每个人各项
能力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陈蕾
说，“创新工作室承担国家 ‘十三
五’课题，成员不仅研究课题，还
要接触财务， 对每一笔科研经费
钱怎么花， 都要精打细算。”

创新工作室有一个年轻人，
叫周子淇， 2018年进入创新工作
室开始做BIM管理人才。 他工作
认真， 先参与垃圾减量化课题，
因为表现突出， 后续很多课题都
参与了进来。 2020年， 周子淇的
职级也从P8跳升到P10， 相当于
高级经理。

“2021年， 技术中心还要变
成工程研究院， 变成一个独立机
构， 人员也会从目前的11人增加
到30人， “十四五” 末计划增加
100人， 这将进一步扩大科技引
领创新的作用。” 陈蕾说， “接
下来， 一个博士后工作站也将建
立在创新工作室里， 我坚信创新
的星火必将在我们的传承与接续
中点亮更多的设计空白。”

走进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让“水”立方变“冰”立方的“魔法师”
———走进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 有限公司陈蕾职工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马超

常言道： 干一行爱一行、 专
一行精一行 。 今年36岁的孙小
革， 2016年从部队转业到石景山
区市场监管局成为了一名登记注
册科主任科员。 虽然已经脱下军
装， 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
在岗位上兢兢业业， 用真心和行
动将为民服务的理念化作对企业
的贴心帮扶， 用时间和汗水践行
着 “肩扛红盾心为民， 头顶国徽
人应公” 的使命。

刚分配到市场监管局时， 孙
小革对业务并不熟悉。 作为一名
“门外汉”， 仅凭努力是不够的，
尤其需要不断充实专业知识。 为
了尽快提高业务水平， 他白天工
作， 晚上熬夜学习市场监管业务
知识。 在他办公桌上的常用业务
书籍就有五六本， 每本书的折旧
程度就能感受到孙小革下的功
夫 。 他说 ： “作为窗口工作人
员， 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仅
是个人的事情， 更代表了政府和
市场监管部门的形象。”

如果说用心是孙小革的追
求 ， 那敬业就是他的本性 。 自
2018年3月北京市正式启动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后， 作为企业开办
大厅长期唯一驻厅干部， 他经常
一人身兼双岗， 热心肠的他还经
常主动为一些遇到困难的申请人
提供帮助。 企业开办大厅运行近
3年来， 没有收到一起投诉， 获

得锦旗5面、 表扬信2封。 他作为
登记科的业务骨干连续两年被评
为驻厅先进个人和优秀共产党
员， 并获得嘉奖一次。

“我对工作非常有感情 。”
孙小革这样解释工作认真的原
因。 翻开他的工作笔记， 一页页
密密麻麻的字迹无不显示着他的
用心和用情， 也无一不体现着他

爱岗敬业的精神。 平时， 孙小革
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处理12345投
诉回复事宜， 为投诉的群众解答
处理疑难问题， 经他受理的投诉
件均得到圆满解决， 甚至有群众
慕名而来找他解决疑难问题。

有一次， 开办大厅来了两位
80多岁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两位
老人来办理个人独资企业注销，
其中还需要做登报声明， 用时为
60天。 为了让两位老人不再奔波
劳累， 孙小革主动替两位老人做
好了所有的注销材料， 让他们签
好字， 并联系报社完成了注销登
报， 报纸直接邮寄到登记科。 两
个月后 ， 登报时间符合法定要
求， 他又将材料录入系统， 办好
所有注销手续， 并把注销通知书
邮寄给老人。 事后， 两位老人专
程来到开办大厅， 对孙小革热心
的服务表示感谢。

北京市享乐人生商贸中心法
定代表人张彦钢是一名残障人
士， 由于不会操作电脑， 做网上

登记时遇到困难。 孙小革得知此
情况后， 主动帮助企业注册账号
并进行网登， 打印变更材料。 在
发现企业有一个股东去世， 无法
签字的情况下， 他又指导帮助张
彦钢准备相关公证材料进行公
证， 最终帮助企业顺利办理了变
更登记手续。 张彦钢为了感谢孙
小革的热心帮助， 送来了水果和
表扬信， 孙小革说： “表扬信我
可以收下， 水果绝对不能要， 服
务企业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张
彦刚感动地说： “我行动不便，
本以为来办业务肯定困难重重 ，
没想到遇到这样有责任心又耐心
的干部， 感到非常幸运。”

因工作表现突出， 孙小革被
授予 “北京市2020年度贴心服务
标兵” 荣誉称号。 面对成绩， 孙
小革说 ：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
年 ， 我将始终恪守心中 平 凡 朴
实的信念 ， 一步一个脚印 ， 在
点滴中奉献自己， 在平凡中超越
自己。”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孙小革： 企业开办大厅里的热心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工作中的陈蕾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