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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北京奥
运会国家体育馆……20余项大型
工程的复杂钢结构和隔震设计出
自他的妙手， 他把自己的工作通
俗地称为“给建筑做骨架”，是一
名大型工程“塑骨”人。 他就是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朱
忠义。 20多年来， 他不断攻坚克
难， 在科技创新和服务国家重点
工程建设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
献。 2020年，他获得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建成跨度之最建筑
成为大地震中的“诺亚方舟”

“这么多年，我最难忘记的设
计是绵阳九洲体育馆。 ” 朱忠义
说，“当时， 这个体育馆的抗震设
防烈度是6度，但是考虑到它的重
要性， 我们就想， 万一有突发情
况，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

2003年， 朱忠义把保证建筑
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进行了预防
大震的防连续倒塌设计， 建成了
这个当时全国拱形体育馆中跨度
之最的建筑。

施工期间， 刚好赶上雨季，
工期又非常紧张。 “加快了施工
速度， 会不会影响质量？” 朱忠
义心里不放心， 他说， “当时建
设环境很艰苦， 但是我必须上去
看一看， 心里才能踏实。” 在屋
顶结构施工的时候， 现场还没有
搭建临时楼梯 ， 他跟随施工人
员， 顺着中间的大拱形一段一段
爬过去， 检查焊缝有没有焊好、
钢梁有没有对齐。

2008年，“5·12” 汶川特大地
震来袭， 九洲体育馆经受了主震
的考验，安然无恙，成为当地最大
的抗震指挥和灾民安置中心。 但
随着余震不断来袭， 大家的心情

更为紧张， 朱忠义全面考虑各种
可能出现的情况， 对关键部位逐
一筛查， 反复验算并实时检测，
做好安全提示。 在主震和上万次
余震的考验下， 九洲体育馆结构
表现完好， 保证了上万避难群众
毫发无损， 成为大震中的 “诺亚
方舟”。

此后， 朱忠义对设计更是精
益求精。 作为一名主攻大跨度结
构的工程师， 朱忠义挑战过不少
大型机场航站楼的设计。 但2015
年， 第一次接触大兴国际机场工
程时， 他还是被这个独一无二的
“超级工程”所震撼。

作为全球最大航站楼， 大兴
机场要用8根C形柱支撑起核心
区18万平方米的大跨度结构，最
大跨度达到180米，这样的设计在
以往的机场航站楼中从未有过。
这个巨大的钢结构，还需要在8度
地震以及高铁从航站楼穿过时依

然确保安全。当时，朱忠义带领团
队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 分析整
个结构的受力性能和承载力，分
析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所有分析做完的时候，我的心里
就比较有底了， 但还没有经过实
验验证，不敢打包票说没问题。 ”

之后， 设计方案还要经过严
谨的实验论证， 才能最终投入施
工。最终，朱忠义带领团队夜以继
日，攻坚克难，历经1800个日夜完
成任务。2019年9月25日， 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最终我们
把当初的构想， 几乎完全一样地
展现在了大家面前。”朱忠义说。

创新设计理念
完成世界最大“天眼”工程

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是世界最大、 最灵敏的单口径射
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朱

忠义是FAST主动反射面主体支
承结构设计负责人。

FAST位于地质、地貌复杂的
喀斯特洼地，圈梁支承柱高度在3
米至50米不等， 导致结构和基础
受力复杂，圈梁温度作用明显。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提出将柱子
与圈梁隔开， 通过一个径向可动
支座进行滑动释放， 并且发明了
满足力学模型的相关产品， 有效
解决了复杂山区环境对结构受力
的影响， 并且减小了索网变位过
程中应力变化幅，FAST反射面变
位也更加灵活。已故的FAST首席
科学家南仁东老师听取方案汇报
后兴奋地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
方案。”

对于 “中国天眼” 的创新设
计， 在朱忠义的同事张琳眼里还
有故事。 “当时公司组织全体职工
疗休养， 可是朱忠义心思不在疗
休养上，而是一门心思想着‘中国
天眼’的索网找形问题。 当时，他
灵思一动，想出了创新方法，第二
天一早就带着团队结束疗休养，
返回办公室工作。 ”张琳回忆说。

很快，朱忠义创新解决了“中
国天眼” 多项问题及重大工程技
术， 有效解决了复杂山地环境巨
型支承结构受力不均匀和主动变
位的索网形态分析问题， 与合作
方共同研发了索网连接节点、制
作安装标准，实现了超高精度、可
主动变位的反射面主体结构。

最终，朱忠义主持了“中国天
眼”设计、科研及施工配合工作，
创新多项重要设计理念、 方法及
重大工程技术， 取得的成果居于
国 际 领 先 水 平 。 其 个 人 获 得
“FAST工程建设突出贡献个人”，
所在单位获得“FAST工程建设突
出贡献单位”和“贵州省五一劳动
奖状”等荣誉称号。

舍小家顾大家
家人理解支持成为最大工作动力

每个项目能顺利实施、 取得
成功， 是工程师团队辛勤工作的
结果，同时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2004年， 在设计首都国际机
场T3航站楼最紧张的时期，他长
期驻扎现场，很少回家。 10月，朱
忠义的妻子安排他的母亲从山东
老家来北京检查身体， 因为担心
影响他的工作， 妻子没有告诉朱
忠义老母亲来北京的事情。 母亲
检查完身体后， 在北京住了半个
月，都未能与他见上一面。临回家
前， 妻子和老母亲乘机场大巴到
施工现场看望朱忠义。 见到母亲
的那刻， 他呆愣了几秒种后才回
过神来，百感交集地说：“妈，您怎
么来了？ ” 老母亲心疼又无奈地
说：“我来北京检查身体， 大半个
月了，一面都没见上你，现在我要
回老家了， 你回不去， 我来看看
你。 你不用担心我，要好好工作，
做出成绩来，回报国家的培养。 ”

朱忠义说：“这么多年， 家人
的理解支持是做好工作的最大保
障， 母亲的叮嘱也是他做好工作
的最大动力。 ”

“回顾20多年来的个人发展，
作为一名普通的工程师我参与了
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 这些都得
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为个人的
进步提供了广阔舞台。 在今后的
工作中， 我将努力发扬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设计更加安全可靠
的建筑作品， 结合工程建设进行
科技创新，推动行业发展，更好起
到传帮带作用，做好团队建设，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 为首都建设和
行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20
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后， 朱忠义
感慨地说。

朱忠义：大型工程“塑骨”人
□本报记者 马超/文 万玉藻/摄

2020年底， 北京市召开劳动
模范、 先进工作者和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表彰大会， 昌平区人力社
保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李燕敏光荣
“上榜”，获评第七届北京市“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成为昌平区唯一
一位获得该称号的人员。

从2002年至今， 李燕敏一直
在昌平区人力社保局工作， 全面
负责区域内就业创业相关工作 。
工作中， 她深入企业内部及田间
地头调研走访， 着力解决办事群
众和企业诉求， 并致力于解决城
乡劳动力就业问题， 牵头制定出
台了16项区级促进就业创业政
策， 惠及全区近万家企业20余万
人。 她积极倾听普通群众及受疫
情影响企业的需求与呼声， 帮助
解决实际问题与困难， 成为群众
和企业的贴心人。

“失业保险费返还每个人的
标准大概是600多元，你们要抓紧
申请。”李燕敏说。2020年，昌平区
人力社保局开展“局科长走流程”
专项活动， 由局科长带头深入一
线体验办事堵点、 难点。 在此期
间, 她带领科室工作人员深入基
层办事窗口和企业， 以 “双重身
份” 体验办事流程、 疏解办事难

点。 在调研走访华润三九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的过程中， 李燕敏发
现， 该企业还有个别援企稳岗政
策未享受到， 便立即指导企业负
责人进行申请， 帮助企业缓解资
金压力。

“我们公司是生产小儿感冒
药的，受疫情影响，2020年1至9月
份都没有订单， 经营方面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李科长他们对
国家政策的及时宣传和详细解读

给予我们很大支持。”华润三九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道。

面对疫情给就业工作带来的
影响和冲击， 李燕敏更是不敢有
一丝懈怠， 她深夜分析研判就业
形势， 加班加点逐一深入预警企
业、重点企业走访对接，帮助企业
在短时间内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
后， 她带领团队共帮助3493家企
业通过享受“援企稳岗”政策解决

燃眉之急，促进10452名本地劳动
力和高校毕业生实现稳定就业。

就业促进科负责众多重要民
生实事事项的落实、 市区各项促
进就业政策的宣传和落实， 政策
出台得是否适合企业和群众，是
否能够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都
是李燕敏要考虑的问题。“做好就
业工作最需要的是创新， 开拓创
新是做好就业工作的根本出路。”
李燕敏对记者说道。

工作中， 李燕敏广泛收集信
息资料， 认真找准 “吃透”， 在
全市率先提出100%就业资金核
查机制、 率先组建就业专职工作
者队伍、 率先开发人力资源动态
监测系统， 开展创业带动就业 、
风险预警企业监测等， 通过落实
各项重点工作任务， 每年经严格
审批拨付企业和个人的就业资金
达3亿余元。 先后制定了 《北京
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
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 《昌平区用人单位岗位补
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管理办法》 等
区级促进创业就业政策16项， 给
区内近万家企业、 20余万人送去
了 “福利”。

工作之余， 李燕敏还坚持在

学习中提升自己， 学习党的政策
方针， 学习提升业务知识和工作
方法，用心钻研每一项业务知识。
她先后考取了职业指导师、 人力
资源管理师、 职业信息分析师等
多项专业技术资格， 不断提高自
己的业务能力。 作为拥有30多人
大科室的“家长”，她不仅自己学，
也鼓励同事一起学习。“在业务上
建设学习型科室， 调动大家的学
习积极性，交流业务，讨论问题 ，
提高效率， 让大家都成为 ‘多面
手’。”李燕敏说。

就这样， 在李燕敏和同事的
努力攻坚下，昌平区连续6年成功
创建北京市充分就业区， 还获评
北京市绿色就业先进单位、 全国
创业先进城市等称号， 就业工作
考核连续多年位列全市第一梯
队、位居先进行列。李燕敏也先后
多次荣获北京市就业先进工作
者、 昌平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称号。

此次获得北京市 “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荣誉称号，李燕敏深感
荣幸， 也深知自身责任艰巨，“我
会带着这份荣誉， 继续提升劳动
者就业获得感，为实现更高质量、
更充分就业作出更大贡献。”

立足“小”窗口 服务“大”民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丽萍

———记北京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李燕敏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工作中的李燕敏 （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