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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磨工怕薄片。说的是磨工中薄片制作的技术

难度高。在冀东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实验中心，杨金英就

是这样一位不畏艰难、善于攻坚的薄片制作师。

和其他实验室的大型、高精仪器相比，薄片制作室显

得简陋。2 台显微镜、2 台切割机、3 台磨片机、几袋研磨

剂，是这里的全部装备。制作的成品，也仅仅是一片片小

小的岩石薄片。然而，要培养一名优秀的薄片制作师绝

非易事，至少需要5年的学习和磨炼。

薄片成品的标准厚度只有0.03毫米，比头发丝还要薄

1倍多，称之为“薄如蝉翼”一点也不为过。“薄片制作是个

经验活，凭的是一股子巧劲。”杨金英说，“研磨剂的多少、

稠稀度以及手的力度，都会对制作产生影响。稍有不慎，

薄片就会从磨片机上飞出去或者磨没了。”

杨金英曾经从事过10年岩芯管理工作，深知岩芯对科

研工作的重要性。在地质学家眼里，岩芯贵如金。而薄

片，则是把地层岩芯，通过切割、打磨、烘样、粘贴，再用金

刚砂手工打磨，使之变为薄薄的一层，最终能够用显微镜

直接判读地质信息，极具科研价值。

杨金英是个喜欢挑战的人。2016年，冀东油田勘探开

发研究院实验中心成立，公开招聘各岗位人员。新设立的

薄片制作岗是全新的领域，因感觉岩芯和薄片存在关联，

她决心到新的领域闯一闯。

第一次接触薄片，她就被师傅娴熟的技术深深吸引。

看似普通的石头，经过师傅的精心打磨，最终变得近乎透

明，在显微镜下缤纷多彩，很神奇。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观

察，杨金英开始动手制作薄片，接踵而来的却是种种令人

“崩溃”的遭遇：飞速旋转的岩芯切割机齿轮，切样时总怕

切到手，极度恐惧；看似简单的岩芯磨平面，不是歪了，就

是斜了；用502胶粘贴载玻片，不是粘偏，就是没粘实、有气

泡；精心准备了好几天的样品，虽然万分谨慎，不是磨穿

了、折了，就是被磨片机甩飞了、打碎了；指甲总是比薄片

先磨完，手指时常被磨出血来……

“我的手三天两头包扎着，贴满创可贴。每次划伤手，

工作和生活都极不方便，经常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痛苦极

了。”杨金英道出磨片的辛酸。

两年后，她练就了一手“巧”劲，初步掌握了偏光薄片、

荧光薄片、铸体薄片和阴极发光薄片的制作方法。

一天，杨金英收到一个特殊样品——一袋散沙和细小

的岩屑颗粒。这样的样品，别说制作，连听都没听说过。

为了尽快找出方法，她加班加点在网上搜索文献，电话咨

询兄弟油田的老师，反复摸索、实验，一遍遍练习，累得腰

酸背疼也浑然不顾。功夫不负苦心人，十几天后，她终于

掌握了用翻转片制作特殊岩样的方法。攻克翻转片制作

难题，打破了常规取岩芯的局限，为油田科研生产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

孤独的灯光和伏案的背影是薄片制作人的日常，手上

的老茧和疤痕则是他们的勋章。

本报讯 (通讯员顾述毫 李蓓蓓)“我当时只是随便说说，

没想到单位真把我调到运转班开皮带了。因为我干过检修工，

班中设备出现问题，我能及时处理，经职工选举我已经是运转

班班长了。”运转班班长杨宗成喜滋滋地说。

“是啊，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调查表上写自己想去

检修班学技术，没想到很快就如愿以偿了。经过刻苦学习，我

已经考取了中级技师等级证书，每个月能多拿 600元的技能津

贴！”检修工柳锋高兴地说。

“区里深入了解职工的长处和不足，尽量做到量体裁衣，适才

用人。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结合班组人员及各岗位的实际情

况，因人、因事实施定岗制，做到一人一岗、岗岗不虚设、人人有事

做，较好地解决了工作中的扯皮推诿现象，进一步激发了班组活

力，增强了班组凝聚力。”区长杨帅表示。

这是 4月 15日下午，安徽淮北矿业芦岭煤矿保运区座谈会

上发生的一幕。

以前，该区采用“因岗定人”的方式对职工进行岗位分配，

但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发现有些职工疲于应付，工作提不起

兴致，工作效率也很低。

针对这一问题，该区在调查中发现，有的职工认为现在

的岗位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有的职工渴望新的尝试，希望

能够变换岗位；也有的职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无法胜任

原岗位。为让职工的智慧、才能或专业能力更加胜任岗位工

作，该区“量体裁衣”，推出“因人定岗”机制，受到职工的普遍

欢迎。

“量体裁衣”激发班组活力

薄片巧制

本报记者 蒋菡

5月 8日，上海崇明岛，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园区里，园艺工们在忙碌地进行着

道路铺装、花卉种植等布展的各项收尾工

作。再过 10 多天，这里将迎来一场鲜花的

盛会。

“我们造桥，按照设计图纸造就好了，

现在建园林，有些方面没有那么‘标准化’，

为了追求更美，很可能要反反复复地去尝

试去调整。”中交三航局花博会项目部技术

经理蔡晓男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作为行业领先的造坞建港企业，中交

三航局正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致力营造美

好生活环境。此次他们承担了花博会的生

态水系、三大展馆、景观绿化等建设任务，

占花博会项目总投资的 80%。

一年来，土木工程学博士蔡晓男带领 9
人组成的技术团队进行了多项攻关，他深

深体会到，要把这个盛放花花草草的园子

打造好，难度并不亚于建港造桥。秉持一

颗匠心，这趟貌似“跨界”的旅程充满挑战，

亦暗藏惊喜。

水下森林绿起来

花博园核心区水系总面积达 26万平方

米，相当于 36个足球场的面积总和。

据项目部经理许光亮介绍，园区湖泊

开挖前多为养殖塘，补水多来源于附近河

道，水体发黄，泥沙含量较大。与此同时，

作为新开挖水体，园区的水下生态系统缺

失，极易因水体富营养化形成绿色的黏质

物，散发恶臭。要实现“达到三类水指标，

感官透明度在 1.5 米以上”的园区水系目

标，绝非易事。

“我们考虑，生态修复的根本是提升水系的

免疫力，为园区水系构筑一套完备的生态系统，

提高其自净能力才是长久之计。”蔡晓男说。

为攻克水环境治理的技术壁垒，蔡晓男筹

建了水生态修复试验室。经过实验对比，制定

了沉水植物净水方案，最终选用净化能力与景

观效果俱佳的苦草、刺苦草、龙须眼子菜三种

沉水植物。

然而，就在今年春天，伴随着气温的上升，

浮萍的爆发给了项目部一个措手不及。他们

决定在水中投放食藻虫，这是对付浮萍的“得

力干将”。

水生植物需要与水生动物群落相辅相

成。他们又陆续在湖中加入鱼虾螺贝等水生

动物，补充完善食物链。水生动物的加入，不

仅为园区景观提供趣味，也在净化水体上发挥

着实际功用。

几项举措环环相扣，园区的水下生态系统

趋于完备，绿意盈盈的水下森林得以呈现。

曲面墙体“扭”出来

在花博园未来展厅，混凝土建筑“新美

学”——空间扭转曲面木纹拓印清水混凝土施

工新技术让人大开眼界。

未来展厅属于短肢剪力墙结构，因造型独

特，要求 850毫米厚直立墙在 13米范围内扭转

180度，施工难度极大。

最为关键的一步在于曲面段墙体厚度由

400毫米到 950毫米再到 850毫米渐变，将近一

米厚的墙体能否成功扭转？有着土木工程学

博士教育背景的蔡晓男心里也在打鼓。

其间涉及 1300 立方米混凝土，重达 3250
吨，这么大体积混凝土造型的完成需要足够大

的外力支撑。项目部在大量受力分析、精密计

算之后，提出以将近 600多根的脚手架立杆在

纵向、横向、斜向三个维度间隔 0.6米的位置搭

设支架体系。

“斜杆与立杆接角部位必须用旋转扣件扣

紧，不能出一点差错。”蔡晓男说道。

混凝土浇筑前，蔡晓男和孙忠猛作为现场

主要负责人必须确保每一个位置都没有疏

漏。在仅容一人侧身的空间内，两个一米八几

的大汉缩紧身子钻了进去，依靠头顶的探灯小

心翼翼地检查，连腰都直不起来。为了不对支

架体系造成影响，他们尽量减少进出次数，在

里面一待就是近一个小时，等到体力不支，才

猫着身子钻出来。

3天，1810个定位点全部检查完毕。经过混

凝土浇筑、振捣养护，当现场工人最后用小撬杠

小心地拆除内层实木板后，呈现出的曲面扭转

有致，木纹清晰连续，大伙终于松了一口气。

参天大树“织”出来

花博园主入口大门形似两棵繁茂的大

树是花博会地标性建筑，也是全国最大的仿生

反吊膜构筑物。

由于构筑的每片膜材均为空间异型的不

规则四边形，形状大小不一，受到张拉应力影

响，在张拉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膜布的形变，

根据设计标准，误差需控制在 3 毫米以内，这

也就意味着对膜材的裁剪和制作精度的要求

更高。

项目部先在整个构筑物上设计出了 6000
多个钢膜结构连接点，再利用全站仪对“大树”

进行空间点位数据测量。但项目部的测量人

员很快发现，由于构筑物结构复杂，仪器测量

存在盲点，无法精确获得数据。一旦出现偏

差，整片膜布都需要返工。

“机器干不了的细致活，我们来！”项目测

量部部长武清峰主动请缨，决定带领测量

员们登高进行手工测量。让武清峰记忆特

别深刻的是，1 米八的他得窝在 0.7 米高的

工作空间里，盯着一个个千斤顶上调或者

下调几个毫米。在工作空间待不上半个钟

头，就要出去活动一下，不然腰都受不了。

有了准确的测量数据，再将测量数据导入

专用切割系统，使得膜片的立体剪裁过程

十分顺利。

前期准备工作就绪，而膜布安装也并非

易事。如果采用传统的满堂脚手架施工，一

方面可能造成运输堵塞而产生安全隐患，另

一方面搭设满堂脚手架需要耗费近 20天的

时间，而“大树”工期仅有 150天，将时间耗费

在搭设临建设施上并非明智之举。

蔡晓男心急如焚。一天夜里两点，他还

在办公室里想方案，抬眼瞥见天花板的角落

里有只小蜘蛛正在一圈圈地拉丝结网。他

发现，蜘蛛先是吐丝结出向四周发散的“Y”

字型蛛网骨架，再为“Y”字一圈圈地进行封

口。“Y”字型骨架和目前“大树”的钢结构支

撑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何不能像蜘蛛一

样吐丝结网，将操作平台以蛛网状环绕的形

式设置在钢结构骨架上？

蔡晓男犹如醍醐灌顶。经过讨论，项

目部最终敲定方案，也就是利用登高车沿

着钢桁架竖向固定竖条钢索及竹爬梯，如

同蛛网一般将“大树”缠绕起来。这样一

来，临建设施的建造时间便从 20 天缩短到

了 5天。这个独创的方案已申请国家专利。

“刚接触花博会项目时，我感觉压力很

大，因为自己对路桥以外的其他专业知识

储备不够。但既然做了，肯定不能退缩，就

鼓足干劲，边干边学吧！”蔡晓男坦言。

一道道难题，成为蔡晓男和团队成长

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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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光四溢,焊花飞舞,伴着“刺刺”声响,在国家管网东部储运沧州处抢维修队岗位练兵活
动现场，焊工们正在练习焊接技术。他们日复一日勤学苦练，树立起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管道抢维铁军形象。图为一名焊工在躺焊。 闫紫坤 摄

躺 焊

薄片成品的标准厚度只有0.03毫米，薄如蝉翼

李姿梅 余小敏

5 月 1 日，在中建二局合肥滨湖国际会

展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综合馆钢结构屋面铺设。作为安徽省

重点工程，该项目五一期间关键岗位全员

坚守，现场 500 多名工人正在紧张有序地

施工。

王之连是该项目的一名焊工。这个项

目总建筑面积 13.16 万㎡，钢结构施工占比

70％ ，焊 接 在 工 程 的 总 体 工 序 中 占 比

40％。这意味着，焊接施工在会展中心的

主体结构施工中接近“半壁江山”。

“30 摄氏度的天气，还得穿上 3 层衣服，

最外面要穿一层跟帆布一样厚的阻燃防护

服。”王之连说。

手离近 200 摄氏度高温的焊缝仅 20 厘

米，他端着十几斤重的焊枪，为了焊一根钢

柱，常常需要保持一个姿势半小时以上，非

常考验体力和耐力。

焊接质量受气温的影响非常大，温度

过低，容易变形开裂，一旦变形或开裂，便

需要全部返工。

今年 1 月，王之连就受到了一次前所未

有的挑战，当时需要焊一根板厚 5 厘米的钢

柱，正常的焊接钢板厚度在 1 到 2 厘米，而 5
厘米厚的钢板的焊接难度是普通厚度钢板

的 10 倍。

正巧赶上合肥大降温，气温接近零下

11 摄氏度，为了保证焊接质量和工程进度，

王之连和三名工友不敢有丝毫停歇，3 人 48
小时不间断轮流作业，消耗近 150 斤焊丝。

最后在超声波无损检测时，无气孔无杂质，

100%合格，确保下一道工序如期进行。

在前不久项目上组织的焊工考试中，

王之连一战成名。他提交的作品，无论是

焊接的成品外观还是实体质量，检测合格

率均为 100%，其焊接技术的熟练程度让每

一位评委都竖起大拇指。“老王就是那种踏

踏实实干活的人，每个活都能成为我们学

习的样板。”这是工友对老王的印象。

在王之连和工友们的努力下，该项目

焊接一次检测合格率达到 99%，远高于行业

规范标准。

20 年的焊接生涯，鸟巢、大兴机场都留

下了王之连的汗水。干这行时间久了，他

发现自己爱上了这火花四溅中带来的成就

感。一次次精益求精的焊接，焊就了一个

普通工人充实的“无缝人生”。

焊工王之连的
“无缝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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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15 时整，位于福建省宁德市七

步镇的周宁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里响起一

声吊装的号令声。375米，是这座深藏在山体

内部地下空间的最大深度。

山体之外，是碧水蓝天、深山峡谷，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的 5栋办公楼和工人

宿舍，宛若一座小镇掩映在群山间；山体之

内，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巨型洞穴，这里看不到

日出也等不到日落，上千盏灯光将这里照亮，

空气中弥漫着因施工腾起的白色粉尘。20
名工人在这里严阵以待，等待着地下厂房首

台机组定子吊装工程的启动。

“桥机小车、大车、小钩、大钩同步通过核

验，吊具已组装完成，一切准备就绪！”手持对

讲机汇报的是电站地下厂房生产管理部的负

责人郑达炜。他一手拿着对讲机等待启动吊

装操作的指令，一手拿着手电筒不断检查着

眼前这个巨型定子各个部件的状态。

在这个外径 8米、高 6.265米、总重量 416
吨的巨型圆柱体前，身高 1 米 68 的郑达炜显

得格外渺小。 143055 张定子铁芯硅钢片、

2020张通风槽片、51根定位筋，102根穿心螺

杆……这个由 57名工人耗时 231天组装而成

的庞然大物，将在现场完成吊装平移，由总载

重量 500 吨的 2 台桥机合力吊入 140 米开外

的 1号机坑。

“按预定计划实施定子吊装作业！”对讲

机的另一头，是电站地下厂房土建及机电安

装项目部经理余深明，现场他向工区内的工

人发出了启动吊装的信号。

“开始吊装，大钩一档慢起。”郑达炜收到

指令后，向起重班发出了操作口令。身处离

地 25 米桥机控制室里的起重工人陈建平随

即按下了启动钮。

“吊钩升起”“小车向下游方向移动”……

伴随着一声声指令，定子向正前方缓慢平移，

18分钟后被吊装到了 1号机组的正上方。

“大侠，大侠，现在情况如何？”“还差 5厘

米，4根轴线中心线已经基本对上，今晚可以

提早下班了！”被郑达炜称作“大侠”的是起重

班班长刘事琼。今年 55 岁的老刘因为有着

30 多年的吊装经验，能第一时间解决现场的

不少技术问题，成了工友们公认的“大侠”。

为了完成吊装工程，他和工友们已经在这座

山体洞穴内工作了 2 年，平均日工作时长达

到 10个小时。

“大侠”的工作区在 25米深的机坑底部，

他带着工人们接过了头顶上的巨型定子。定

子有 8条“腿”，每条‘腿’上有 2枚拳头大小的

螺栓。调整方向、确保同心度……16名工人一

对一蹲守在这些螺栓旁，靠肉眼确保定子的 8
条“腿”能准确降落在机坑内预埋的下机架

上。留给他们的误差范围只有“十五道”，即

0.015毫米，这还不到一根发丝的直径。

16 时 50 分，伴随着现场工人的欢呼，“1
号定子”入坑就位。刘事琼拍了拍郑达炜的

肩，笑说：“今天可以早点收工了！”

周宁抽水蓄能电站地下厂房内总装机容

量为 1200MW，预计 2022 年全面竣工。这座

利用电力负荷低谷电能抽水，在负荷高峰期

放水发电的水电站，年发电量预计将达到 12
亿千瓦时。

“现场的 57 名工人‘撑’起了这 416 吨重

的定子！”刘事琼告诉记者，“2 号机组的定子

预计将于 60天后进行吊装，这场马拉松才刚

刚开始。”

57名工人“撑”起 416吨定子

“智慧书屋”受青睐
5月 6日，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塘机务段的

“智慧书屋”里，休班职工正在用手机扫码自助借书。去年11
月，该书屋建成并向职工免费开放，这里无人值守，职工们通
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系统进入书屋，然后扫码实现自助借书
还书，便利的借阅体验使其成为职工喜爱的“打卡”地。

胡国林 徐云龙 摄

班组之星G

“老 王 就 是 那 种 踏 踏 实 实 干 活 的

人，每个活都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样板”

在花博园里，土木工程学博士蔡晓男带领 9 人组成的技术团队进行了多项攻 关 。

这趟貌似“跨界”的旅程充满挑战，亦暗藏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