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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玉明

大胆创新创造“副中心施工速度”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革新工艺解决技术大难题

过去的一年， 镌刻着刘春峰和
他的履约团队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
他们创造了 “副中心施工速度”。

明清时期， 副中心地区曾是大
运河地区， 地下均为沙土层。 让刘
春峰最为难忘的是， 在深沙层桩基
施工中， 发现地下竟有15米左右的
深沙层。 遇到沙层深， 工程桩孔极
易坍塌。 于是他率领项目技术人员
组成攻关小组， 最终确定工程桩施
工采用 “长螺旋反插钢筋笼工艺”。

没想到接下来却出现了 “小插
曲 ”。 施工初期 ， 两次试验桩均出
现问题。 刘春峰立刻召开专题分析
会 ， 全要素深入剖析原因 。 当天 ，
他和技术人员从16时到第二天凌晨
3时， 一直坚守现场研究解决方案，
看着一项项试验桩技术数据全部达
标 ， 刘春峰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
最终项目成功攻克了钢筋笼下插15
米沙层 （其中14米处是承压水层 )
的复杂地质条件 。 试验桩告捷后 ，
刘春峰立即书面交底管理人员过程
控制要素， 仅用20天时间， 完成了
1166根抗拔桩施工。 对比其他副中
心兄弟单位实施的悬挖桩工艺， 副
中心 160项目实现了施工噪声小 、
泥浆少的绿色施工， 还极大地降低
了施工成本。

机器人来到现场显身手

“能不能像机器人造汽车那
样 ， 让机器人参与建造建筑工程
呢 ？” 刘春峰一直思考着建筑工业
化项目实施的问题。

对比传统焊接建筑钢结构， 使
用焊接机器人有什么优势呢？ 刘春
峰说 ： “经我和技术团队研究发
现 ， 采用传统人工焊接建筑钢构
件， 焊接质量往往取决于焊工的技
术水平 。 然而 ， 对焊接机器人来
讲， 通过人工编程为它设置好焊接
钢构件参数任务后， 机器人就可以
自动完成焊接， 每道焊缝宽窄误差
在正负1毫米之间 ， 而传统焊接往

往在2-3毫米， 焊接的精准度得到
了大大提高。”

这项工程钢结构用钢量约14600
吨， 相当于一个半的法国埃菲尔铁
塔， 项目钢结构量大。 采用机器人
焊接钢构件， 施工质量得到提升的
同时， 人工成本也可得到很好的控
制， 也缩短了工程施工工期。

“焊接机器人 ‘长 ’ 得很特
别 。” 刘春峰介绍说 ， 项目采用的
焊接机器人由机器人臂 、 控制柜 、
焊机及焊枪四部分组成， 机器臂展
达2米 ， 焊枪杆主要应用于钢结构
柱之间的焊接。 这是因为钢结构柱
焊接点存在一定的割纹深度、 坡口
角度等误差 ， 为了保证焊接质量 ，
在机器人焊接时， 要随时微调， 每
条焊缝的焊接程序都是 “量身定
制 ”。 除了钢构件焊缝美观 、 精准
度高外， 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
过实际测算， 单台焊接机器人的效
率较人工至少提升了20%， 传统焊
接工序 ， 两名焊工每天大约能焊3
根钢柱 ， 采用机器人焊接钢构件 ，
仅配一名技术人员即可同时操作2
至3台机器人焊接施工 ， 使整体效
率和焊接质量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区块链应用实现“零”的突破

智慧建造， 创新履约。 这是刘
春峰和他的履约团队践行高质量建
造副中心160项目的庄严承诺。

刘春峰率领他的智慧建造技术
团队成立的智慧工作室被北京市总
工会评为 “信息化管理及智慧建造
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 他们以科
技创新赋能工程项目高质量发展 ，
以智慧+赋能建筑智慧化。 打造建
筑 ‘超级大脑’， 实现工地数字化、
精细化、 智慧化管理， 从而让施工
现场更安全、 建筑品质更可控。

刘春峰说： “我们研发和应用
的区块链精细化工程信息管理系
统， 实现了建筑业在区块链应用上
‘零 ’ 的突破 。 这个软件以区块链
技术实现了数据可追溯 、 不可篡
改， 保证工程验收的真实性， 从根
本上解决诚信履约问题。”

区块链精细化工程信息管理系
统已成功应用于副中心160项目工作
流程和数据储存管理。 刘春峰形象
地说， 这就像把每个项目工程文件
设置成属于自己的 “身份证 ”，所有
数据一经存储不能篡改， 防止数据
丢失，提高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
安全性。 数据系统中还内嵌专家库，
当项目发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可
根据专家特长在线挂“专家号”提请
诊断， 专家诊断后形成专项解决方
案，为项目形成“电子病历”，可为后
续同类项目提供参考经验， 有效规
避同类施工问题发生。

在智慧建造方面， 刘春峰如数
家珍。 他介绍说， 副中心160项目采
用的智慧巡检眼镜设备， 融入了AI
人脸识别技术 ， 通过眼镜捕捉画
面+后台AI算法， 实现毫秒级别人
脸检测 ， 可对地下室等密闭空间
进行智 慧监测 ， 使地下施工检查
由过去的被动 “监督” 变为智能的
主动 “监控”， 可对 “人员、 机械、
物料、 方法、 环境” 进行全方位实
时监控， 做到精准定位人员、 远程
技术指导。

当前， 中国科技最尖端之一的
物联网技术也被成功运用到了副中
心160项目当中 。 刘春峰和技术人
员通过BIM+传感设备实现对高支
模、 深基坑、 临边防护等重点部位
的实时监控， 可及时发现工程现场
深基坑以及周边建筑物、 管线等隐
患。 在塔吊、 卸料平台、 外用电梯
安装传感设备出现危险情况时可及
时作出反馈， 实现了项目管理从被
动监管向主动监管， 事后监督向事
前事中监督的双转变。

刘 春 峰 说 ， 项 目 还 采 用 了
BIM5D+智慧工地预警平台系统可
实时显示多维度的监测数据， 实时
查看塔吊吊钩监控画面， 实现塔吊
运行状态的多方位监控。 一旦现场
发现吊钩隐患， 一方面在现场语音
报警提示塔吊设备操作人员规避风
险，另一方面警告信息通过手机App
自动推送给项目管理人员， 管理人
员根据预警信息督促现场施工人员
进行整改，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葛大厨 ， 今天的菜真好
吃！” “葛大厨， 上次蒸的小蛋
糕好吃， 再做点儿吧！” 葛大厨
是谁？ 他是顺义区第一社会福利
院膳食科副科长葛永生 。 2011
年， 葛永生来到顺义区第一社会
福利院工作 。 买菜 、 择菜 、 炒
菜、 送菜， 每天天不亮， 他就开
始为院内休养老人的饮食忙活
了。 在老人眼中， 从事餐饮行业
十余年的葛永生心肠好 、 手艺
好、 脾气好， 是他们心中最棒的
“葛大厨”。

在葛永生看来， 服务福利院
的老人餐饮 ， 光靠厨艺是不够
的， 每天菜品都要保证数量和质
量， 而且31天内不得重复。 如何
最大程度满足每位老人的口味需
求， 既要用情更要用心。 正是秉
持这样的工作理念， 这份工作让
葛永生一下子有了200多位不同
爱好 、 不同口味 、 不同脾气的
“父母”。

每个月， 福利院都会召开一
次 “伙委会”， 院长、 厨师和老
人代表们在会上交流饮食中存在
的问题。 作为一名厨师， 葛永生
很注重色、 香、 味俱全， 主菜要

搭配不同颜色的配菜， 让人看了
眼前一亮。 然而这个小小的 “追
求”， 却在保障老人们 “嚼得动”

的基本需求上让了步。
“作为一名厨师， 我做菜的

时候多半会考虑到菜的卖相， 要

不同颜色搭配着来， 但老人们的
问题大多都集中在菜品的软硬程
度上。 他们常常会说， 只要能嚼
得动就是好饭菜。” 于是， 葛永
生改变了自己的理念， 开始在满
足老人们 “嚼得动” 的问题上下
功夫。

为了满足老人们对日常饭菜
口味、 松软程度、 营养充分等各
类要求， 葛永生会定期进行楼层
走访， 听取老人们的意见、 了解
老人们的饮食需求。 福利院里有
的老人吃素食， 有的老人患有痛
风不能吃豆制品， 还有的老人忌
食某样菜……他总是不厌其烦，
把菜谱一遍一遍进行修改， 制定
满足老人们各类需求的菜谱， 针
对卧床、 糖尿病等有特殊情况的
老人， 葛永生还会贴心地另外准
备餐食。

2020年年末， 顺义区疫情严
峻。 考虑到老人们的安全， 福利
院 再 次 执 行 了 全 封 闭 管 理 。
17 名 食堂工作人员分成两组 ，
这时的葛永生 “身兼数职”。 他
既是膳食科副科长、 也是厨师、
采购员、 摘菜员、 送饭员。 每天
天还没亮， 他就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 为老人的一日三餐做准备。
淘米、 洗菜、 择菜、 炒菜， 哪个
岗位需要帮忙， 他就上前支援。
虽然工作忙碌， 但他没有一句怨
言。

不久前， 葛永生收到了福利
院一位老人手写的感谢信。 拿到
信的那一刻， 他很激动， “看到
自己辛勤的付出得到老人们的肯
定特别开心。 我会继续在厨房里
为老人们烹制一道道佳肴， 让他
们吃得安心、 健康。”

□本报记者 盛丽

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经理刘春峰：

用心为老人烹饪健康美食
顺义区第一社会福利院膳食科副科长葛永生：

自2020年9月1日打下第一根
护坡桩， 中建一局二公司北京城
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160地块项
目 （以下简称副中心 160项目 ）
项目经理刘春峰和他的团队， 便
秉持高标准建设城市副中心项
目。 他们坚持创新、 革新工艺、
应用智慧建造， 创造了 “副中心
施工速度”， 仅用一年时间， 便
实现项目主体钢结构全面封顶。
该项目计划于2023年6月末全面
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