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护混凝土“牛奶肌”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胡戈 徐梦颖

“锚碇施工到现在这一步，累计浇筑 27.6 万立方米混凝

土，实现零裂纹，我们的控裂精细度相当高。”在介绍锚碇施

工进度时，中交二航局燕矶长江大桥项目副经理黄忠满自豪

地说。

燕矶长江大桥位于鄂黄大桥下游，主跨 1860 米，是世界

首座不同垂度四主缆钢桁梁悬索桥。大桥采用巨型重力式锚

碇，锚碇基础及锚体混凝土浇筑属于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控裂

难度大，外观质量控制要求高，受到项目部极大重视。

如何养护出“面相好”的锚体，成为压在黄忠满肩头上的

重任。为了打造好二航“桥品牌”，自接手项目起，他便持续关

注锚碇混凝土的浇筑和养护情况。“我们每次都是连续浇筑

24小时，否则可能会产生分层和缝隙。”黄忠满说。

在一次日常养护巡查时，检测员龙锐发现混凝土温度过

高，表面有细微的风干裂纹。黄忠满立刻组织调取温度监控

数据，得知是升温速率过快的问题，他及时组织现场人员在循

环用水里加冰，通过流量阀调节循环水速率，加快冷却水循

环。一系列措施下来，混凝土升温速率得到控制，避免了后续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开裂的风险。

“养护混凝土，要像呵护婴儿一样。它比较敏感，所处的

温度不能忽冷忽热，升温降温要始终控制在均匀的速率。”为

了呵护好这个“婴儿”、养护出“牛奶肌”，黄忠满可谓费劲了

心思。

夏天外部温度过高时，需要在混凝土拌合中加入碎冰，并

在浇筑现场通过雾炮喷淋降温；到了冬天，模板外又需要铺上

保温棉和防风挡雨布。“要保证内外温差不超过 20摄氏度，一

旦超过限定温差就容易造成开裂。”在长久的养护过程中，黄

忠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项目团队不懈努力和精准管控之下，锚碇顺利完成 96
次大体积浇筑，实现了零裂纹，呈现出光滑平整的“牛奶肌”。

此外，2023 年 11月，经历 8个月的紧张施工，项目团队终

于完成了 1452次精准定位，并将每一次定位的误差都控制在

3毫米以内。而今，锚碇的混凝土浇筑已全部完成，大桥即将

进入猫道架设、主缆安装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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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检修库里的“草根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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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裴龙翔

从业 20余年，陈祺几乎每天都在船上度

过，却对航行的浪漫知之甚少。既没有目睹

朝阳晚霞的恢宏，亦未曾体会海鸟鱼群的追

逐——作为上海城投环境物流公司总轮机

长，他的岗位在甲板之下。

船舶机舱间里设备密布，噪声和温度居高

不下，陈祺却在这片属于他的天地里游刃有

余、自得其乐。船舶发动机运转的轰鸣声、设

备的振动频率、机舱间的气味……这些都是他

判断机械设备是否正常运转的依据。

以河为伴，以船为家。从当好船舶系统

“家庭医生”到伴随船型升级换代，再到生活

垃圾中转智慧化运输改革，陈祺的经历浓缩

在守“沪”碧水蓝天之中。

船舶系统的“家庭医生”

“船舶机器在我看来是有生命的，机器的

轰鸣就像心脏的跳动，这是一条船舶最为炙

热的声音。”陈祺从小就喜欢和机器打交

道。1999 年，怀揣着青春梦想，陈祺加入了

轮机工作队伍，刻苦钻研轮机管理业务，一步

一个脚印前行。

一路走来，陈祺秉持一颗匠心成为行业

内的轮机专家。陈祺把船舶机器比作人体器

官，而他则是船舶系统的“家庭医生”。面对

机舱里的故障机器，他如同一位手术台大夫，

抽丝剥茧般把“病灶”清除。

除了常规的检验，陈祺还为船舶轮机定

制了“病例本”，详实记录每次进厂维修的项

目和设备发生故障等情况。这本“医疗保健

清单”，在确保设备高效运转的同时，减少了

船舶维修频率，大大节约了成本。

经过在轮机岗位上的日积月累，陈祺总

结提炼出一套“陈祺轮机操作法”，朗朗上口

的操作口诀简洁易懂，便于记忆，为公司轮机

员学习操作技术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司制定

轮机管理操作标准奠定了基础。“陈祺轮机操

作法”荣获 2014年度上海市职工先进操作法

创新奖。

作为轮机操作的“专业老师”，陈祺还担

负起轮机设备“传帮带”的重任。几年来，他

共参与培训 12 批，培训轮机员 150 余人次。

在他的指导下，轮机学徒中 12人获得中级工

证书，7人获得高级工证书。今年，陈祺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践行生态理念的“环保卫士”

为了更环保地运输城市生活垃圾，上海

城投环境物流公司开始建造以液化天然气

（LNG）为燃料的绿色能源船。没有经验怎

么办？陈祺勇担重任，参与学习监管环卫行

业第一批 LNG船舶的建造。

两年时间里，陈祺把心放在船上，把船放

在心上。在简陋的宿舍内，他如饥似渴地研

究 LNG 船的结构。在对结构完工后的船体

分段在油漆前进行冲砂检验时，为防止吸入

冲砂车间空气中的粉尘，陈祺穿戴好防护设

备，戴上 3 个 3M 专业防尘口罩，然后慢慢爬

入每一个隔仓，逐一分段进行检查。一个分

段检查下来，口罩也黑了，鼻腔里也都是灰，

衣服也湿透了。

“一条 LNG 船上有成千上万个组件，绝

对不能掉以轻心。”在“爬分段”期间，陈祺整

个人变得又黑又瘦。

为进一步优化船舶在试运行期间碰到

的问题，陈祺结合两年多在船厂的监管和

学 习 以 及 多 年 轮 机 工 作 的 经 验 ，提 出 了

“LNG 船主发电机汽化系统及淡水系统合

理化修改”的合理化建议，后被厂方认可并

投入运用，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得以提高。

目前，8 条 30TEU 新能源 LNG 集装箱船舶

完 成 相 关 建 造 改 造 ，已 投 入 运 营 近 5 年 。

LNG 能源将作为主要能源取代传统柴油，

逐步实现节能减排、绿色低碳、降低噪音的

环保目标。

聚焦智慧物流的“数字尖兵”

2019年 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物流链精细化管控

势在必行，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发展趋势，

生活垃圾中转智慧化运输被推上了“C位”。

城投环境物流公司围绕“智慧物流”建设

项目，成立了陈祺固废行业智慧物流系统创

新工作室。工作室成立后，陈祺带领团队在

生活垃圾集装化转运、数字化转型等方面下

功夫、求突破。在中转压缩高效运转上，增加

了散装车辆预感知、车辆智能识别、集装车预

调度等功能，有效提升中转站运行效率和集

装箱周转速度。同时为契合“无废企业”建

设，陈祺同工作室成员建立多基地常用船舶、

备用船舶、应急船舶等统一调度与应急调配

机制，区分常态运营、应急调度，提高船舶周

转率，不断提升企业的韧性建设。

在集装水运精细管理方面，陈祺带领团

队首次导入国际港口码头和船队管理的最新

数字化管理模式，依托智能识别、指令调度，

确保生活垃圾分类装运、精准配送、精细处

置，集装箱箱号识别准确率提升至 100%，实

现了从生活垃圾前端收集、中端转运、末端处

置全链条、全覆盖、全追溯、全监管的“四全”

管理。

船舶机舱间里设备密布，噪声和温度居高不下，陈祺却在这片天地里自得其乐——

守“ 沪 ”碧 水 蓝 天

坚守铸造一线 20 多年，张剑云从一名铸造工成长为工程师——

高温铁水旁走出的“张工”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赵风斌 杜云鹏

“程师傅，2道 1台的横向减震器怎么拆都拆不下来，麻烦

您过来看看。”近日，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辆

段检修库，听到同事的呼叫，车辆钳工程珂立即拿起撬棍前往

查看。

由于空间局促，程珂半蹲着身子眯着眼睛检查，很快他就

找到最佳起翘位置。“一二嘿，一二嘿……”随着整齐的口号，

减震器被起翘抬高，只一会工夫就被拆下。

“程师傅您可真厉害，要不是您帮忙，我还不知道要拆多

久呢。”面对青工的夸赞，程珂只是谦虚地摆了摆手。

33 岁的程珂已在车辆检修一线干了 10 个年头。上班伊

始，他白天跟着师傅从敲车体、量数据、换配件等最基础的检

修技能一点一滴地学，晚上捧着专业书籍挑灯夜战，将白天遇

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日积月累，靠着一股打破砂锅问

到底的学习韧劲，他成为单位上下一致公认的技术能手。

“车辆检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学习琢磨，提高业务

水平，才能保证列车运行安全。”说话间，程珂三下五除二就把

转向架上的固定螺栓拆下。不到 5 分钟，一节车就被电镐架

起。未做丝毫停留，程珂俯身钻到车底下，目光紧随手中的检

车锤与手电筒，开始检查车下每一个部件，不放过任何故障的

蛛丝马迹。

走到车尾处，程珂利索地取出嵌套里的钳子和扳手，左右

开弓，很快，车钩缓冲器外罩被拆下。“当当当……”紧接着，他

开始用检车锤轻轻敲击缓冲器，通过音色的细微区别，来查找

故障隐患。

“这根簧有问题。”敲到一半时，程珂听出异响，拿手电筒

仔细观察，发现缓冲器外环弹簧上有一条极其细微的裂纹，他

立马做上更换标记。从业 10 年，程珂已练就一双“火眼金

睛”，检查发现和处理近百个车辆隐患故障。

“自己能力再强，也只是一个人，只有班组集体检修水平

得到提升，才能更好地保障列车安全。”程珂说。

每一天，程珂不厌其烦，手把手向青工教授车辆检修经验

和故障处理技巧，在学与教的过程中培养新人、提升自我、把

控安全。10年间，程珂在段车辆钳工技术比武中多次获得第

1名，被青藏集团公司授予青年岗位能手、先进生产者等荣誉

称号，成为同事眼中的“草根明星”。

本报记者 黄洪涛

铸造工苦，一个班 50多个同学都转行

了，只有张剑云一个人还在坚守。

有同学说：“张剑云，你怎么还在干铸

造？多苦多累啊？”

张剑云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但他

就是爱干铸造，舍不得离开。

20 多年过去了，如今，张剑云成了同

学们羡慕的对象。现在的他，是中车戚墅

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材料

工艺研发中心科研试制班班长，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中车首位企业兼职

工会副主席。最近，他又入选全国总工会

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 2024年培育对象。

坚守铸造一线 20多年，张剑云参与科

技创新、技术攻关，收获多项创新成果。

借着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东风”，他

评上铸造工程师。如今，他仍然不骄不

躁，继续在铸造一线创新实干。

喜欢上了铸造

1999 年，张剑云从江苏常州铁路机械

学校毕业，进入中车戚墅堰所熔炼班工

作。熔炼，是高铁关键零部件铸造生产中

最核心的工种之一。

“刚上班那会，我的毛衣、秋衣秋裤到

处都是被溅出的铁水烫的小孔洞。”张剑云

说，他每天面对的是 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

温铁水。“那时候，铸造车间还没有如今的

环保设备，灰尘漫天，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是

洗鼻孔，因为鼻孔里都是黑的。”他说。

由于熔炼高耗电，通常是晚上利用谷

电时段生产，所以经常要上夜班。面对种

种艰苦，张剑云咬牙坚持了下来。

为什么坚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匠心传承。戚墅堰所前身是

铸工工艺研究所，所里培养出了许多行业

知名的铸造匠人。师傅钱正忠珍藏了一套

《铸造手册》，传给张剑云。“师傅当时跟我说，

‘希望你能把铸造手艺传下去’。”师傅的话，

印在了张剑云心里。

另一个，是自己喜欢干。张剑云把铸造

当成了爱好，业余时间也常常在钻研业务。

一次，妻子看他盯着电脑入了迷，还以为是在

打游戏，上前一看，才发现他是在研究业务。

一数，电脑上竟然足足有 200 多个文件夹、

6000 多篇专业文章，硬盘上还有 20多 G 的学

习资料。“你这是在搞原子弹吗？”妻子惊叹。

张剑云常常看书、学习到夜半，他坚信

“学了以后肯定用得上”。

知识积累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张剑云的知识积累，成为他破解一个个

生产难题的“金钥匙”。

2011年，一位年轻工程师找他求助：一款

风电齿轮箱铸件的低温冲击韧性试验始终过

不了关。张剑云凭借记忆在一本他看过的书

中找到了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举一反三，

他通过调低特定元素成分配比，完成了韧性

试验。

2012 年，一款铸铁产品几次试生产都因

为磁粉探伤无法通过而交付不了，技术人员

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张剑云发现，这款产

品结构特殊，原来的浇注方式不合适，他尝试

采用倾斜快速浇注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

让产品得以准时交付。

2015 年，公司首次承接了一个国际标准

项目，但标准试样严重缺失，国内外没有成功

的先例。张剑云通过 1 年多时间的努力，为

项目组配齐了所有缺失试样，保证了项目的

顺利进行，助力公司制定国际标准。这项标

准于 2019年作为国际标准推广。

“每次成功破解难题，我都有满满的成就

感。”张剑云说。

早早评上高级技师，张剑云原本以为再

没进步空间了。没想到，“产改”打通了技师

与工程师的职业发展通道，张剑云也顺利评

上了工程师。

现在的张剑云不仅是“张工”，还是公司

工会兼职副主席、职工代表、部门党支部委

员，“得益于‘产改’，我的薪资已经超过部门

经理层。”张剑云说。

把钻研当作兴趣的“张工”

近年来，张剑云参与了“复兴号”动车组

齿轮箱箱体材料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复兴

号”动车组，对车辆零部件有着极致要求。

齿轮箱进入量产试验阶段，生产的箱体

质量波动较大。张剑云主动请缨，担起这一

难题的攻关任务。他带领团队成员反复调

试，采用先进的铸型流涂工艺，一举解决了

难题，保证了箱体质量稳定，实现齿轮箱批

量生产。

2019年，“复兴号”动车组齿轮箱铸件全

部升级采用先进的金属型低压铸造工艺生

产。升液管是该铸造工艺最核心的工装，需

要长期浸泡在高达 700摄氏度的铝液中。传

统升液管或极易腐蚀或容易断裂，需要频

繁更换，不仅增加了采购成本，更可能影响

铸件质量，造成产品报废。

张剑云带领团队进行多次尝试，最终，

他们从办公室用的复合陶瓷茶杯中得到启

发，对工艺进行了一系列改进，使升液管的

使用寿命由原来的 3 天至 5 天，提升到 30
天左右，每年减少采购成本 7 万余元；微量

元素铁含量平均降低 25%，铸件延伸性能

提升 75%以上。

目前，张剑云带领团队完成难题攻关

项目 18 项，多个项目分别获得常州市职工

十大发明专利、十大科技创新成果、“五小”

创新成果奖等荣誉，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5000 余万元；编写作业指导书、企业标准、

先进操作法 23 项，开发铸造岗位技能培训

课件 28件，培训铸造技能人员近 700人。

“现在别人都喊我‘张工’，我要对得起

这个称号。”如今，张剑云经常参加省市及

公司组织的宣讲活动，他说，“我深深热爱

着铸造行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我无

怨无悔。”

““8080后””社区民警的平凡坚守
8月 27日，甘肃省定西市公安局安定

分局汽车站派出所民警李建国（左）在社区
为老人讲授防诈骗技巧。

“80 后”李建国是定西市公安局安定
分局汽车站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从警
以来，李建国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求
助、化解矛盾纠纷、加强治安巡防……成为
群众眼里的“贴心人”。

李建国以创建和谐社区为己任，成功
调解矛盾纠纷百余起；以创建“无诈”社区
为目标，通过推广安装反诈软件、进行反诈
宣传、体察社情民意，不仅提升了社区的治
安水平，也用真心赢得辖区群众的赞誉，为
构建和谐社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建国的妻子魏丽君是定西市公安局
安定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一名民警，夫妻二
人用双份的坚守筑牢人民群众的安全防线。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因为热爱，所以
坚守。

新华社发（王克贤 摄）

图为张剑
云正在铸造浇
注作业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