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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本报讯（宇文） 4月5日上午，当失主家
属在西安市公交分局三大队民警黄坤磊、索有
云帮助下，来到长安南路西安市公交五公司9
车队161公交调度站，从值班人员张苗手中领
到丢失的六千元现金时，连声道谢，真诚感谢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和警察同志的鼎力相帮。

4月 4日上午，年近八旬的曹大娘，从曲
江乘坐 161路公交车，赶回老家长安区。由
于记性不好，下车时将装有六千多元的布袋
丢在了车上。回到家里才发现，害怕家人责
怪不敢吭声，只是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当晚，家人知道后赶紧报警。西安市公
交分局三大队黄坤磊接警后，马上仔细询问
情况，并四处联系帮助寻找。得知老人丢失
的布袋被西安市公交五公司九车队 151120
公交车女司机杨敏捡到，交给了调度站后就
立即通知家属。

于是发生了 4月 5日上午感人的一幕。
曹大娘平日省吃俭用的六千元是刚领到的退
休金和存款利息，由于年纪大坐车忘在车上
后，悔痛交加，夜不能眠，已经不抱希望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好人相帮，帮她分文不少的
找到了。

她流泪接过失而复得的现金，连声道谢，
让孩子一定要转达对这些好人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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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故事■

■基层动态■

4月1日，中铁一局玉磨铁路铺架项目部铺轨顺利
到达云南省普洱市宁洱车站，实现全线铺轨过半及标
段内玉溪至大金山隧道进口段的T梁架设任务，距离
全线铺轨完成和开通运营又进了一步。

□刘顺良 陈高原 摄

本报讯（梁红丽）日前，在陕西航空工业管理局
组织召开的质量管理成果评审会上，航空工业起落架
公司的“小蜜蜂”QC小组、质量控制QC小组，被评为

“2019-2020年度陕西航空系统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据悉，“小蜜蜂”QC小组和质量控制QC小组所

攻关的项目，不仅提高了产品交检合格率，也确保了
产品交付质量和周期，以改进质量、降低消耗为目标，
提高了产品质量。QC小组成员们在近一年的时间
里，通过攻克技术难点、创新工作方法，系统解决了产
品技术质量问题，有效规范和提高了质量控制和改
进，促进了公司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效益的提升。

获评陕西航空系统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两小组

陕西地矿第二物探大队有限公司不慎将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证号：610104113978，
特此声明。

遗失
声明

近日，陕西交控集团运营管理分公司吴靖分公司
魏家楼收费站，组织职工走进魏家楼镇，为群众讲解公
共卫生安全常识，并为孤寡老人家庭进行房屋消毒、发
放防疫物资等，受到群众好评。 □王雪 摄

■一线传真■ “地宫支柱”挺立 科技难关攻克
——中铁七局三公司地铁暗挖车站超长洞桩施工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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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陕北地区依然
是春寒料峭。呼吸着清晨的薄雾，28岁的袁龙
辉跟师傅张小宁，走在草木枯黄的山峁间。他
们是西延高铁线上的临电维护工，今天要完成
山上几公里的线路巡检。

西（安）延（安）高铁全长287.059公里，是国
家高速铁路网中“八纵八横”中包（银）海高铁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纵贯陕西省“米”字形
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 5月，这一
工程将正式开工建设。

临电建设则是“先遣队”，要为正在建设中
的西延高铁沿线各站前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电力
保障，中铁一局电务公司已于去年 1月进场开
工。在全部主干线路架设完毕并顺利通过验收
后，老张、小袁又和同事们一起，担起了 200多
公里的线路检修、维护等任务。

老张并不老，只有 46 岁。架线、巡线工
作，他已经干了 20多年，参与了西成客专、宝
兰客专、银西高铁等许多重点项目的建设。长
期在户外，老张的脸显得黝黑粗糙。小袁去年
才来到工地，西延高铁是他参与的第一个高铁
项目。

每天清晨，师徒二人就从位于延安市富
县的驻地出发进行巡检，许多线路都在人迹
稀少的山岭中，爬山翻沟成为他们的“必备功
课”。头戴安全帽、斜背挎包、胸前挂着望远
镜，肩上扛着铁锨……长了一张娃娃脸的小
袁，出门装备齐全，俨然一位“老师傅”。

“这些都是‘标配’，少了哪样到时都得抓
瞎。”小袁说。说着他一一介绍起自己的装备：
望远镜能看清电杆顶部和高处的线路细节；有
时电杆底部雨水侵蚀，会出现松动现象，就需要
用铁锨重新将土回填、压实；挎包内的手锯、柴
刀，用来清除一些导线附近的树枝等，避免出现
事故……

“我们还随身带着驱蛇粉，过了冬天，山里
的蛇就出来活动了。”小袁说，“去年我们就在路
上遇到了一条黑蛇，有一米多长。”他的挎包中
还常常放着干粮、记录本和塑胶袋。每一处缺
陷、处理情况，小袁都会详细地记录在案，干粮
的包装袋、饮用完的矿泉水瓶、沿途碰到的垃圾
等，小袁和同事们都会用塑胶袋“打包”。

有时需要走十几里的山路，赶不回驻地吃
午饭，就只能啃面包或压缩饼干。小袁记得印
象最深的午餐是一顿自热火锅。林密山青，清
风蓝天，自热火锅香气四溢，“简直是‘奢侈’的
享受。”“不过有些浪费时间，不如啃干粮快，还
能接着干活。”小袁说。

老张笑着听小袁“吐槽”，他一边脚步稳健
地走着山路，一边也说起自己最难忘的一餐。
那是去年冬天，老张和 14名同事接到故障抢

修任务，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立即出发。到了故障点，老
张需要登杆作业。冰雪中，15米的电杆攀爬一次很不容易。“吃饭
只能让同事绑两个饼子，吊上来我在杆上吃。”老张说，“那次我在
上面待了四五个小时，直到把那一处故障完全处理好。”

小袁最佩服师傅的登杆绝活儿，不管是 10多米的电杆还是 20
多米的铁塔，总能稳稳地爬上爬下，还能在杆塔上进行各种精细操
作。他已经在师傅的指导下练了一个多月，但爬杆时仍然不由自主
地两腿发抖。“不过我有信心，再有一个月我应该就能上杆操作了。”
小袁说。

虽然参与了很多高铁项目的建设，老张也有小小的遗憾：“我们
的工作基本都是在铁路正式开工前完成，很少看到整条线路贯通的
模样。”这次参与西延高铁建设，老张希望能弥补这个遗憾。

“这条高铁是修到延安去的，这次我们虽然把线路架设到了延
安，但也没时间在革命老区好好转转。等高铁修好了，我要坐着高
铁再来。”老张说。

小袁笑着说：“师傅，通车了我陪您来。咱们一起把延安转
个够！” □姜辰蓉

“李工长，机关楼一楼卫生间
水龙头坏了，水流不止，麻烦抓紧
快来修理一下。”“别着急，我拿上
管钳工具马上到。”日前，中国铁
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机务
段设备车间综合组工长李建华接
到车间管理人员的报活电话后，
拿上工具迅速赶了过去。

一到冬春季节，李工长的手
机常常响个不停，可把他和班组
伙计给忙坏了。

老李是设备车间综合班组一
名工长，还有不到两年时间就要
退休了。有着 37年党龄的老李，
别看他年纪大，可是他却有着“老
骥伏枥 志在千里”般锐意进取的
精神面貌。综合组主要负责全段
水气管道、供暖等设备日常检修
维护，小到拆卸一个水龙头，大到
拆除更换段内主要排水管道，这
是一项费劲的体力活。

前段时间，段上开展物资清
查活动，老李仅靠一个人就对所
有水龙头、截止阀、水泵等临辅
修料进行了全面逐项梳理，一件
件零小配件被他分门别类、整整
齐齐地摆放在车间小料库货架
上，并在电脑上逐一登记了储备
物资登记表，做到了心中有数、
随取随用。

他责任心强还心灵手巧。有
一次，他在整备楼旁的地面上发
现一个凸出 30 厘米的旧水管，
这是职工经常路过的地点，也不
知道存在多长时间了，他发现后
立即找来了钢锯齿，三下五除二
将凸出的水管锯掉。回到班组
后，有伙计问他，要这个旧水管
有啥用，不如当做废物扔了。他
却得意地说：“我锯掉的这个水
管凸头，一是消除了劳动安全隐
患，再没有职工会被他绊倒了，

二来这个水管加装在其他有用的
地方，可以说废物利用，还能节
省一些成本支出，岂不是两全其
美之事。”

除此之外，他还经常为单身
宿舍维修生活设施设备。比如
说修热水器、更换冲水水箱等
这些活儿都难不倒他。班组休
息室内损坏的桌椅板凳、门把
手、窗户，经他维修后都能“手
到病除”。

老李很是“抠门”，还组织班
组职工成立维修攻关小组，对损
坏的旧水暖件等设备配件进行修
旧利废。他抽空维修班组桌椅板
凳，及时解决厕所水管漏水、长流
水等问题，为单位节约了一大笔
成本支出。这就是李建华，一个
节约水源、把班组当做家的好“管
家”。近年来，他多次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 □张辉

本报讯（董志振 赵亮 杨韶林）
“本来该桩基工艺已成熟应用，但是像这
样在黄土地区采用三导洞法施工的超大
尺寸桩基却没有先例可循。”项目总工
程师郝哲说。4月 6日 8时，由中铁七局
三公司承建的西安地铁八号线小白杨
BPA洞桩法暗挖车站首根超长中桩浇筑
成功，标志着全国首例三导洞黄土地质
地铁暗挖车站超长洞桩施工技术取得突
破性进展。

该公司承建的地铁车站位于西安市
大兴东路与桃园路十字，地面交通繁忙、
沉降控制要求高。地下浅埋土质复杂，

桩身需多次穿过较厚砂层，在反循环钻
机桩基钻孔施工过程中极易发生塌孔，
钻孔桩混凝土灌注也会出现串孔、桩身
垂直度不好控制、钢管柱和混凝土桩连
接困难等难题，整个施工过程需在地下
一个宽4.5米、高仅5米的导洞内进行，恰
如在“沙丘里打洞”，安全压力极大。

之前，国内同类中桩通常直径为 1.5
米，最长不超50米，多采用四导洞或六导
洞法施工。由于该段地质、交通和承载
力的限制，设计院将中桩设计提高到直
径2米、长57米，采用三导洞法施工。可
以说该项目车站首根桩恰如“地宫支

柱”，是目前全国同类施工最大、最长
的。该桩基采用三导洞工法得以让施工
在最小范围内展开，类似于医疗领域中
的“微创手术”。

面对极端严苛的安全要求，且完全
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该公司积极
调配公司专家组成科技攻关团队，从工
艺流程、设备改造、环境保护、保安全保
质量等方面入手，编制了《专项施工方
案》，聘请外部专家进行指导，并多次组
织团队到北京施工、科研及设备制造等
单位，实地考察类似地质情况下不同工
法的施工案例并加以借鉴。通过不断分

析总结优化，一套新的施工工艺工法逐
渐成型。

“经过多方协作、反复试验、多次改
进，终于突破技术难关，厂家的反循环钻
机性能参数也随之提高，现在可以钻到
60米了。”项目经理谯恒说。

有了升级版的“超级钻机”，项目全
体成员信心更足了、干劲更高了。在项
目首根超大中桩施工过程中，从钢管柱
进场加工开始，就严把质量关，每一道
工序，都有技术、物资、试验人员全程盯
控，确保了该技术的应用取得突破性
成果。

冯建荣退休前曾任陕建三建集团三公司四处生
产股长。退休 17年来，他一直也没有闲着，著书立
说，应邀讲学，担任顾问，为企业解决工程建设中的
疑难问题。他坚持认为，养老的最好方式就是每一
天都过得充实、有事干。

根据几十年的实践，他撰写了 57万字的专著
《建筑施工全过程管理实务》。该书已由建筑工业出
版社出版发行，为建筑从业人员提供了一本实用的
工作手册，并成为一些单位的培训教材。

他撰写的“地下工程防水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
措施之研究”“湿陷性黄土地基基础设计一议”“地下
防水失败根源何在”等十多篇论文，先后被《隧道建
设》《中国建设报》等报刊发表。他发明的“嵌联式防
水卷材”，获得国家专利，使地下建筑防水和屋面防
水推向了新的阶段。该技术应用效果可靠，操作省
时省力，施工成本低廉，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富平县某养老项目的工程设计多为两层建筑，
地基为严重湿陷性黄土。按照《湿陷性黄土地基处
理规范》的要求，需做挤密桩或者大尺寸换土处
理。不仅工期长，而且造价极高，开发商很为难。
老冯依据荷载计算和湿陷原理，提出少量换土方
案，得到赞同，遂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并被通过。
从而极大降低了工程造价并缩短了施工工期，为
1800亩地的项目节约投资达 1亿元以上，开创了同

类工程地基技术处理的先河。
他与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在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

究会下合作创办了“工程疑难病害研究所”，完成了
多个工程加固设计与施工。西安西郊某厂要进行旧
厂房改造并增添新设备，其设备基础紧贴厂房柱且
深度超过了柱基，需要做柱基加固和新设备施工方
案。相关方慕名找到了老冯，他经过现场勘察和细
致思考，顺利完成了设计任务。施工快捷安全，受到
了厂方和有关设计院的高度肯定。十多年来，他修
改变更过多少设计文件、处理过多少施工技术难题、
为企业节约了多少成本、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青海干休所建设地下燃气锅炉房，深埋7米，而
该处地下水位只有 3米多。因开发商未做降水处
理，且时值秋末雨季，连续出现了工程险情。他查看
现场，一边设计砖模支护方案，一边带领工人施工。
在距后边旧住宅楼4米区间出现了迅速扩大的地面
裂缝达20毫米，又有楼内地沟下水从基坑砖胎模流
出。在没有支援帮助的情况下，他夜晚也守在工地
与大家连续抢工。经过30天紧张施工，终于完成了
结构主体，排除了险情，防止了重大工程事故的发
生，保证了后续建设的顺利进行，各方人员都长长地
吁了一口气。

处理类似急难工程问题，他总是随叫随到从不
计较。 □刘韧苍

4月1日至2日，西部机场集团举办
2021年“标杆班组”评选活动，现场展示
活动中，入围班组精心总结提炼班组建
设工作经验、亮点以及思路，通过融入

情景剧、短视频、才艺秀等元素，丰富展
示形式，彰显班组特色，体现创新活力，
最终40个班组脱颖而出，摘得集团“标
杆班组”桂冠。 □贾博川 摄

退而不休的老冯

“手到病除”的“管家”

4月1日，商洛发电公司党委在1号机组C级检修动员大会
上向设备党支部授“党员突击队”旗，要求党员在本次检修工作
中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检修工作相融合，充分发挥党员在“急、难、
险、重”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 □张月华 摄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宝鸡凤凰山海螺水泥公司
开展“支部＋党课”活动。这是近日公司工会主席王忠虎作党课
辅导。 □王红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