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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绿色蓝图

刚过而立之年的张玉磊， 带领平
均年龄仅有29岁的年轻团队开始建设
这座服务冬奥的地下冰场。 “我们现
在做的事情就是将设计师心中的蓝图，
通过我们的努力变成现实。” 建设奥运
标准的场馆， 思维半径和管理眼界是
不可或缺的。 张玉磊直言， 当初在建
设冰上运动中心项目时， 他并不像现
在这么 “淡定”， 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
他， 对于工程施工有比较清晰的管理
脉络， 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 统筹绿
色施工、 工程质量、 工期和安全并不
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设计师们将冰上运动中心定义为
被动式建筑， 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项
目位于地下由原地貌土围护， 实现冰
场保温效果， 从而节省能耗， 保障奥
林匹克公园景观的完整性。 如此独具
匠心的设计理念， 将它从一纸蓝图变
为现实却绝非易事。

项目位于奥林匹克公园内， 每天
如织的行人往来于 “水立方” 和 “鸟
巢” 之间。 在如此敏感的地带进行肥
槽回填施工， 环保管控十分严格， 但
传统的回填土不免会产生扬尘， 同时
狭窄的肥槽无法容纳大型机械进行作
业，夯实次数众多，稍有不慎就会存在
质量问题。 很明显传统回填方案已不适
应冬奥工程施工要求。 “不行就用素土
回填吧，现场加强管理，扬尘应该不是
问题。 ”“如果怕起扬尘，不如直接用混
凝土。 ”“不行！混凝土造价高，超出预算
了”……那段时间，项目班子经常因为
回填问题产生激烈的争吵。 “我相信不
可能就只有这两种回填材料。 ”所有参
会人员都将目光投向了张玉磊，看这个
项目 “老 兵 ” 怎 么 做 最 后 的 决 定 ，
“我们要时刻谨记 ‘追求技术可能之极
限 ， 满足客户梦想之需求 ’ 的理念 ，
只要有产生扬尘的风险， 就一定要规
避 ， 同时不能超预算 ， 要开拓思路 ，
眼光不能只停留在现有的方案上。”

为了找到更安全高效的方案， 张
玉磊广泛查阅资料， 在多种方案对比
后， 终于找出适合项目的流态固化土，
这为项目克服困难指明方向。 但由于这
种材料属于新型专利产品，在业界还未
得到普遍认可，业主采用的意愿并不强
烈。 为了保障项目施工质量，张玉磊一
次次去和业主介绍新型材料，并带着业
主实地考察，同时组织专家论证。 终于
固化土回填方案获得了业主的通过 ，
在项目肥槽回填完成后， 这种创新的
回填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肯定。

筑造冬奥精品

“建地下冰场不占用新的土地资
源 ， 广场还将恢复原貌 ！” 张玉磊介
绍， 冰上运动中心位于南广场地下11
米处， 通过地下通道， 观众还能往返
于冰上运动中心和 “水立方 ” 之间 。
项目四周由原地貌土围护而成， 基本
处于恒温状态。 地面仅设置的三个构
筑物， 既作为场馆的出入口， 又可形
成烟囱效应， 实现地下冰场的自然通
风， 提高空气质量。

为最大限度的引进自然光， 冰上
运动中心项目顶部使用直径13米的采
光天井和若干导光管， 这样使冰上运
动中心每年节省用电26000度， 相当于
一个家庭至少10年的用电量。

采光天井为T型钢结构网架， 共由
118根平均1.5米的小型钢梁组成的网
架。 为保证网架表面微拱形造型， 施
工中需要保证3毫米以内的施工误差。
为了实现精准安装， 技术人员对每一
段钢梁都进行了1:1的放样。 现场安装
时， 对每个杆件进行编号， 用检测仪
器测定每一段钢梁的拼接角度， 每一
条焊缝的深度和宽度， 保证安装角度
精准， 最后拼成一个完美的弧线网架。

京城正北， 清河南岸， 流水般的
游客穿梭于奥林匹克公园。 公园每年
接待游客约4500万人次， 仅仅1个标准
足球场大小的施工场地和巨大人流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进场到现在， 每逢混凝土浇
筑就开交底会、 准备会、 动员会， 在
别的工地就是直接干， 咱们是不是小
题大做了？” 项目马上就要进行最后一
次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每逢浇筑， 张
玉磊都会组织项目员工召开推演会并
制定突发事件紧急预案， 有员工认为
这领导太固执了， 牢骚之声逐渐泛起。

正当项目的工期计划表， 快临近
混凝土浇筑施工时， “五月天演唱会”
如期而至， 和园区内欢声笑语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 张玉磊一个人在项目部
和园区大门中间踱步， 墙上的工期计
划表和工地附近数以万计的人流， 在
他心中跌宕 。 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 ，
材料的运输、 工人的管理、 环境的管
控等问题， 都给项目带来巨大的挑战。

混凝土如果因为游客众多无法导
行而断供必将会影响工程质量， 但罐
车在园区内行驶， 一旦车辆管理不到
位 ， 出了安全事故 ， 后果不堪设想 。
“如何保障工程质量又确保游客安全？”
这个问题摆在张玉磊面前。 为了解决
底板混凝土连续浇筑导行问题， 张玉
磊带着技术人员迅速启动导行预案 ，
将导行围挡封闭和管理人员现场指挥
相结合， 在围挡各路口安排管理人员
疏导交通， 并在罐车进园的路上安装
了临时摄像头， 那几天他就一直坐在
会议室的视频显示器前， 手拿对讲机，
时刻盯着路上的行人和罐车的情况 。
每次交底会早已形成了管理默契， 项
目混凝土浇筑顺利进行， 张玉磊也用
事实证明， 项目管理并不存在 “小题
大做”， 只有 “未雨绸缪” 与 “心细如
发”。 因为严格的质量管控， 项目获评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奖”。

筑牢疫情防线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 ， 项目在春节前就安排了值班表 ，
但此时外地人员无法返京， 因为家住
北京， 项目部防疫准备的任务就落在
了张玉磊的肩上。 从组织项目开视频

会， 制定专项防疫方案， 到通风消杀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将项目部
转好几遍， 生怕遗落一处防疫死角。

张玉磊说： “项目地处北京市奥
林匹克公园核心区内， 地理位置特殊，
项目的防疫工作非常重要， 决不能因
为项目施工给 ‘水立方’ 带来疫情隐
患， 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甚至影响
冬奥工程的形象。” 为此， 每天他睁开
眼第一件事， 就是查询疫情防控变化
和防疫政策， 根据疫情发展以及政府
政策及时调整项目防疫方案， 重点梳
理项目各员工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 、
并联系、 储备防疫物资， 为项目安全
复工复产进行准备。

期间， 为了落实防疫要求， 项目
部施行封闭管理， 张玉磊就带头吃住
在项目， 由于值班室数量有限， 还要
满足人员隔离观察要求， 他把自己的
房间让出来给专职卫生员住， 自己住
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 一住就是28天。
他回忆到， 那期间最幸福的事就是晚
上和女儿视频。 从项目部到家仅有一
个多小时的车程， 但他从未离开项目
回家陪陪孩子。

在复工前期， 虽然疫情防控稳定
了， 但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复
工不复产等于没有复工， 张玉磊十分
着急， 联系一切能联系的资源， 从政
府到公司， 从同学到老乡， 寻找所有
符合要求的工人， 并把提前联系的工
人安排隔离观察， 等观察期满再进场
施工， 终于解决了复工的劳动力问题。
在张玉磊的带领下， 项目防疫工作扎
实 ， 没有发生疫情及防疫工作漏洞 ，
按时开工， 完成复工复产任务， 为公
司防疫工作推广做出了示范作用。

如今冰上运动中心已配合完成最
后一场测试赛的任务， 2022年北京冬
奥会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张玉磊和所
有人一样 ， 期待这场 “绿色 、 共享 、
开放 、 廉洁 ” 的冬奥会 ， 也盼望着
“带动亿万民众参与冰雪运动” 的目标
早日实现。

付出了赤诚才能收获精品

在即将迈入职业生涯的第十年
时 ， 张玉磊被任命为中建一局
“冰立方” 冰上运动中心 （以下简
称冰上运动中心）的项目经理。 冰
上运动中心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配套冰场，它的建设对于张玉
磊来说，是一种光荣使命。 正如他
说过的一样，要为保障筹办“精彩、
非凡、 卓越的奥运盛会” 贡献自
己的全部力量。

冬奥建设者张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