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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万国强 邵旭华

初见薛继鹏，他不苟言笑。但一说起钢

轨焊接，他就滔滔不绝。

薛继鹏是国铁集团西安工务机械段茂陵

焊轨车间的一名焊接工。他通过编写程序代

码，逐一分析焊接各工序数据，用数智化手段

把控钢轨焊接质量，和工友们一起创造了

6000多公里钢轨焊头零缺陷的纪录。

奋战焊接大数据

薛继鹏所在的茂陵焊轨车间，是国铁集团

15个焊轨基地之一，年焊接长轨800多公里。

在这里，弧光闪亮，焊花飞溅，100 米钢

轨被焊接成 500 米。500 米长轨被运到高铁

建设工地，再次焊接，形成无缝钢轨。

8 年前，薛继鹏来到监控分析室工作。

那时的监控管理系统只是简单记录数据，大

量数据处于休眠状态，一些钢轨数据甚至存

在缺项。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车间所有电脑

进行杀毒、整理磁盘、清理未知程序。”薛继鹏

说，“白天生产线要运转，这项工作只能在后

半夜进行，前后用了 3个多月时间。”

为了确保每天上千条的数据准确无误，

薛继鹏自己编写代码，解决了系统数据无法

导出的“梗阻”。他将拷贝出的数据与现场数

据一一核实，用了约一个半月时间，更正了所

有错误、补全了缺项数据。

埋头钻研焊接数据应用的同时，薛继鹏

先后撰写《焊轨生产及质量管理信息化实践》

《焊轨基地焊接质量管理工作改进和探讨》等

多篇论文，并数次参加相关竞赛，多次获奖，

成了路内焊轨专业的“名人”。

为焊接“把脉画像”

一个完整的钢轨焊头，需经过除锈、焊接

等 16道工序。一段优质的无缝钢轨，需把控

成百上千个工艺数据。如何实现对这些海量

数据的有效管控？

在茂陵焊轨车间监控分析室，钢轨焊接

工艺参数曲线、焊轨作业各工序图像、生产任

务完成量等现场生产情况一目了然。这就是

薛继鹏潜心编程 8 年，打造的大数据分析系

统，如今已全面应用于焊轨生产现场。

8 年前，焊接工艺数据自动分析在国内

几乎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照。于是，薛继

鹏开始自主研发数据分析系统。

薛继鹏在电脑上打开自主设计的“探伤

数据自动化评估程序”后台，“这里有 7.3万个

像素点、11 个卷机模板，探伤数据的对比分

析就是依靠它们完成的。”

只见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各种数

据和代码，难以想象，8年间，薛继鹏编写了 4
万余个程序文件、400 多万行程序代码，相继

创建了 50余个智能软件模块，实现了用数据

为钢轨焊接过程精准“把脉画像”。

“薛继鹏的成果与我们的研究方向不谋

而合，目前我们正在就通过钢轨焊接数智化，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质量安全等课题深度合

作。”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钢轨焊接专业研

究员高文会说。

数据在现场“奔跑”

时至今日，工友们对一次夜班作业仍然

记忆犹新。

那是 2016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焊机操作

工发现数据无法记录，经查询，原来是轨腰信

息标签被滚轮刮掉了。一时间，生产线被迫

停止。

得到消息后，薛继鹏迅速赶来，跑进焊机

操作间，熟练地打开服务器，编辑了一行 SQL
指令，借助钢轨轨腰热压印标识号，在数据库

中查找到了钢轨条码信息。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只用了不到 5分钟，在场的不少老师傅都

看呆了。

随后，他编制出查询程序，彻底解决了钢

轨信息标签丢失影响正常生产的问题。

探 伤 量 化 分 析 是 提 升 焊 接 质 效 的 核

心。薛继鹏经过系统分析，研发出钢轨焊缝

超声波探伤仪探伤数据自动评估程序，将焊

接接头探伤量化分析由 10 分钟缩短至 10 秒

钟；他编写的探伤图像文件伤损区域高频信

号数据自动读取程序，实现了伤损信息自动

分析……

“程序编码、数学模型对大多数工友来说既

陌生又复杂，但薛师傅认为，和计算机对话很有

趣，而且充满成就感。”车间焊接工刘震说，“每

天整个车间焊接钢轨最少4.5公里，薛师傅在电

脑上把杂乱无序的焊接数据捯饬得明明白白。”

如今，薛继鹏打造的大数据平台，集焊轨

质量监测、报警、工艺参数分析等功能于一

体，通过数智赋能，悄然改变着钢轨焊接的工

作方式。

用数智化手段把控钢轨焊接质量，创造 6000 多公里钢轨焊头零缺陷纪录——

这位焊接工为啥写起了程序代码？

一抹流行千年的“中国红”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本报通讯员 刘悦嘉

穿越一片金黄色的沙漠，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成片的沙

柳、沙蒿、杨树随风摇曳，绿涛般涌向沙海深处。库布齐沙漠

横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总面积 1.86 万平方公

里。这里曾经风沙肆虐、寸草不生，经过 30年的治理，如今已

是沙峰绿谷交相辉映。

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的敖

特更花，从 2003年开始，就在库布齐沙漠从事绿化工作，是独

贵塔拉镇 288 个治沙民工联队中唯一的女队长。16 年来，在

她的带领下，3万亩荒漠化土地披上绿装，焕发勃勃生机。

在敖特更花的记忆中，家里 3000 亩草场 75%以上是沙

漠，日子过得很苦。小时候，房门朝外开，早上起来根本推不

开，只能从窗户跳出去挖沙开门。后来门改成了朝里开，门一

开，沙子“哗”一下就流进了屋里……

2003 年，亿利集团在距离敖特更花家几百米远的沙地上

种植沙柳，为了贴补家用，她来到亿利集团的工地上找活干。

“当时就是想着挣点工钱，没想到，几年种下来，沙柳、柠条、羊

柴成活的不少，甚至连杨树也在沙漠里活下来了。”

掌握了在沙漠中植树造林技术的敖特更花买来沙柳苗，

决定自己种树。

穿鞋在沙漠里行走不方便，她干脆光脚背上沙柳苗翻越

沙丘，到了中午，滚烫的沙子把脚都烫得起了泡。在这样恶劣

的条件下，敖特更花种下一棵棵沙柳，经过悉心照料，苗木成

活率达到 95%以上。看着漫漫黄沙中绿油油的树苗，之前吃

的苦，顿时被她忘得一干二净。从 2009 年到 2013 年，敖特更

花为自家的 3000亩沙地披上了绿装。

“你看那个沙丘，过去一只老鼠在上面跑都看得清清楚

楚，现在植被这么高，牛钻进去都看不到了。”敖特更花指着远

处的沙丘说。

多年的实践经验，让敖特更花意识到，在沙漠治沙造林要

走“公司+农户”的规模化、市场化道路。于是，她先后成立神

湖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办内蒙古花姐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希望

能“染绿”更多沙漠。

她还带领工友赴新疆、西藏等地从事绿化工作。“我要把

我们在库布齐沙漠治沙的经验，告诉其他生活在沙漠边缘的

人，带着他们一起治沙。”敖特更花说。

“把家乡变好，把日子过好。”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个人、鄂尔多斯市三八红旗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

程先进个人等荣誉的“沙漠玫瑰”敖特更花，把种树当成了自

己的事业，种出了生态效益，也种出了经济效益。

植树、种草、养殖、旅游……如今，敖特更花的家乡依靠沙

漠已经发展出一系列产业。

本报记者 关晨迪

“7 年，交工。”6 月 16 日，天津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宁进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写下这几个字。

当日，深中通道通过交工验收，这一

历经 7 年建设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圆满

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对于深中通道建设

者——中交一航局深中通道项目经理部

常务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宁进进，这也

意味着他和同事们终于通过了“大考”。

深中通道连接广东省深圳市、中山市以

及广州市南沙区，全长 24公里，是继港珠澳

大桥后的又一世界级超大“隧、岛、桥”集群

工程，也是国内首次采用钢壳沉管隧道结构

的工程项目。

2023年 6月，深中通道项目完成最后一

节沉管及最终接头安装，实现海底隧道合

龙，并达到毫米级精准对接。

作为沉管沉放对接的总指挥，宁进进已

经记不清自己在操作安装沉管的一体船上

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不休的夜晚。能记得的

是，最后一节沉管安装完成后，伴着海浪撞

击船体发出的声音，他踏实地睡了个好觉。

历时3年打造超级装备

2012年，31岁的宁进进开始参与港珠澳

大桥海底隧道工程施工，协助师傅林鸣完成海

底隧道33节巨型沉管的浮运安装施工任务。

2018 年，宁进进转战深中通道项目，这

一次，他成了海底隧道沉管浮运安装施工的

总指挥。

“对搞施工的人来说，一辈子能碰到两

个超级工程，无比荣耀。”宁进进说。

但荣耀，也意味着责任。

虽然有了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沉管安

装的经验，但深中通道距离珠江口更近，附

近来往船只更多，且沉管的浮运距离是港珠

澳沉管浮运距离的 4倍，因此在施工难度上

面临更大挑战。宁进进和团队不仅要确保

海底隧道沉管浮运安装任务按时完成，还要

最大程度减少长时间封航造成的影响。

为此，宁进进带领攻关团队耗时 3 年，

设计并制造了全球首台集沉管浮运和安装

于一体的超级装备——“一航津安 1”，实现

了沉管出坞、浮运、系泊与安装一体化，以及

自动驾驶、自动纠偏等功能，解决了沉管长

距离浮运过程中安全风险高的难题。

“创新攻关或者做实验时遇到难题，师傅

总会跟我们一起想办法。关键时刻，他总能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总是那个能第一时间

站出来拿主意的人。”在徒弟王明眼中，宁进

进就是“压舱石”，有他在，大家心里就踏实。

为了提高重 8万吨的管节在水下 40米的

对接精度，宁进进和技术团队首次将北斗系

统引入沉管对接，实现水下沉管安装无人化，

助力我国海底隧道施工进入智能化时代。

这艘长 190 米、宽 75 米的一体船，大小

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沉管被连接固定

在船下，经过远距离海上浮运，在施工海域

被沉入海底，并与之前的管节实现首尾对

接，从而组成海底沉管隧道。

在港珠澳大桥建设期间，海底隧道沉管

浮运 12公里需花费 12小时，而在深中通道，

有了“一航津安 1”的加持，50公里的沉管浮

运距离仅需用时 10小时左右。

“决战”伶仃洋

5月 11日，记者和宁进进一起登上这艘

停泊在珠海桂山岛船坞的超级装备。在甲

板上踱步查看，耳畔是轻柔的海浪声，宁进

进向记者回忆起和“一航津安 1”的每一次

并肩作战。

时间回到 2020年 6月 16日凌晨 2时，桂

山岛上灯火通明。

伴随着一声“启航”，宁进进和“一航津

安 1”一起踏上了 50公里的海上征程。

船外，是环境复杂多变的深海；船内，是

包括宁进进在内近 200 名严阵以待的技术

和作业人员。

长距离的沉管运输充满变数，作为总指

挥的宁进进，对操作屏上任何一个数字都不

敢掉以轻心，即使进入自动驾驶航道，宁进

进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紧急通知，榕树头航道流速过快。”“一体

船在240米宽的航道边沿前行，有跨出风险。”

“提高航速，加速驶离！”宁进进当即作

出判断，确保一体船平安穿过第一个黑夜。

从出坞、系泊到浮运，已过去 20多个小

时。2020 年 6 月 17 日 6 时，E1 管节各项准

备工作就绪。在确定各项数据正常后，宁进

进发出了“沉放”指令。

沉管以每分钟 0.3米的速度沉放。在距

离“一航津安 1”出坞 34个小时后，深中通道

沉管隧道首节沉管 E1与西人工岛暗埋段顺

利实现对接。

“深中通道E1管节出坞、浮运、安装已全

部完成，各项指标满足设计要求。”宁进进的

声音格外响亮。此时，庆功的烟火照亮了伶

仃洋，也照亮了宁进进和建设者们的笑脸。

E1管节的成功安装给宁进进和技术团

队吃下“定心丸”。“事实证明我们的技术方

案是成功的，装备是可靠的，所有准备工作

都没白做。”宁进进感慨道。

喜悦之余，宁进进又为接下来的沉管对

接安装定下一个新的目标——将对接精度

从厘米级缩小到毫米级。

毫米级完成“深海之吻”

根据原定标准，沉管对接的误差只要

在±5 厘米以内就算合格，但宁进进却想把

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就像学生考试一样，总

是想得到 100分”。

凭着这股不认输的劲儿，宁进进带领团

队通过 10余次总结提升和对施工步骤的不

断凝练，提出高精度对接三步走的标准化操

作方法和目标体系，并在 E13管节安装时进

行实操。

这是一项接近极限的挑战，注定不会一

帆风顺。

E13 管节安装时，因为遭遇海底暗流，

沉管导向杆出现晃动，如果晃动持续，沉管

可能就会报废。“倾注大量心血设计的毫米

级对接方案就要失败了吗？”宁进进感到前

所未有的压力。

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宁进进很清楚，

此刻自己必须稳住，才能保证整个团队正常

工作。冷静下来后，宁进进重新回到指挥

室。在他的沉着指挥下，终于，E13沉管按照

预定位置安稳沉放，毫米级完成“深海之吻”。

2023 年 6 月 11 日，随着最终接头推出，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实现全线合龙，并创下连

续 7 节沉管毫米级高精度对接安装的世界

纪录。

“今天贯通了，心里只想坐车上去再看

看，给家人、朋友讲讲我们的故事，回忆一下

我们的青春。”这是 2018年 10月 23日港珠澳

大桥正式通车那天，宁进进写下的一段话。

如今，深中通道即将正式开通运营。

从而立到不惑，宁进进在两个超级工程

度过了 13年时光。这段青春里，有大海，有

混凝土，有无数个为了安装沉管而不眠不休

的夜晚，更有和他一样为超级工程贡献青春

力量的建设者。

他们的付出，此刻的伶仃洋最懂。

左图：沉管浮运安装之前，宁进进对设
备进行检修。 受访者供图

压题图：深中通道远景。 苏振飞 摄

海底筑海底筑““蛟龙蛟龙””

深中通道建设者宁进进带领团队打造超级装备深中通道建设者宁进进带领团队打造超级装备，，创造沉管创造沉管

高精度对接世界纪录高精度对接世界纪录

近日，朱江在工作室为髹漆后的胎体
绘制线稿。

雕漆工艺是漆器胎上髹一定厚度的
色漆，在漆上雕刻花纹的一种工艺，它的
特点是工繁料贵、程序复杂、耗工繁巨、技
艺高难。

出生于 1976年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大
师朱江是一位雕漆技艺传承人，他自幼随
父亲朱庆元学习雕漆技艺，后师从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雕漆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殷秀云。

2017年，朱江与廊坊师范美术学院的
师生成立工作坊，共同创作了青瓷雕漆茶
具、婚庆饰品、现代潮玩摆件和装饰艺术品
等雕漆作品，让人们看到了非遗的新面孔，
做到了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并吸引
了许多年轻人关注雕漆文化。近年来，朱
江设计和雕刻的作品获得国内外 30余个
奖项。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杨明清 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拉操作杆，打方向；前进，倒退；叉起，放下……55岁的王

永丰，只要一坐上叉车，就充满干劲。只见他左手紧握方向

盘，右手放在变速箱操纵杆或多路控制阀手柄上，熟练地控

制叉车，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王永丰是山东上善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部的叉车

班组长。凭借娴熟的技艺，他成为整个叉车组的榜样标杆，

来往的工友碰到他都会尊敬地喊一声“师傅”。每当有新人

问起他操纵叉车的秘诀时，他总是笑着说：“并没有什么捷

径，只能靠多练习多琢磨。”

王永丰告诉记者，叉车是他最好的“伙计”，闲暇时，他就

爱钻研驾驶技术，一招一式反复演练，揣摩叉车每个运行环

节的操作步骤，仔细琢磨驾驶、维修叉车的要领。

就这样，从机械原理到操作规程，从叉车保养到操作技

能，从单一驾驶到驾修两通，一样样学、一样样会、一样样精，

“叉车大王”的名号也随之而来。

“我是个爱折腾的人。”这句话，王永丰不是说说而已。

为了解决货物搬运易倒塌的问题，他开着叉车，叉着货

物在上坡、下坡、急拐弯等复杂危险的环境下反复试验，成功

探索出花式绑带捆绑最上层货物的方法，每年可为公司节省

成本 130余万元。

看见仓库门口因为叉车出入，带进了很多尘土和落叶，

王永丰便测量轮胎尺寸，计算叉车行进距离，在仓库门口设

计了铁网交叉铺设，研究出行之有效的清除轮胎尘土方法，

避免了因为叉车出入仓库，污染产品存放环境。

王永丰还将目光瞄准技术改造与革新。看着企业自有

农业基地内的几十万颗小苗，王永丰琢磨，如何在几小时内

完成入土浇灌？他以蜂窝煤铲为灵感，发明了多种便携式挖

掘小农具，使人工挖土种植和农苗覆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8～10 倍，节约人力成本近 200 万元。今年，王永丰被授予山

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