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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存在饱和软黄土基础地层，钢
筋笼后插筋插入难度大、提钻速度慢，是
造成超耗的主要原因。”成员李满仓说。

“螺旋钻钻杆与设计桩径不符！”临时在外
办事的成员程志鹏在电话里说……在去
年一项长螺旋压灌桩施工过程中，工作室
领衔人贺琪发现混凝土超耗严重后立即
组织成员开展技术攻关。

经过合理管控，强化施工工艺等一系
列措施后，充盈系数能够满足设计指标
值，极大节约了不必浪费的混凝土，成桩
合格率从活动之前的97%提高到100%，直
接产生经济效益51万元。

这是中铁一局三公司贺琪劳模创新
工作室以项目建设为基础、发挥“无形智
库”作用的一个缩影。工作室自 2018年 8
月成立以来，以陕西省劳模贺琪为领衔
人，以“推出系列技术创新成果、培养一批
优秀专业人才、提升项目生产经营效益”

为目标，带领成员积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攻坚克难，探索技术，培养人才，为项目优
质高效发展提供保障。

随时随地

“低层时还行，随着施工进度，塔吊安
全作业愈加困难。”6月 9日，时值全国“安
全生产月”之际，以省劳模贺琪为首的中
铁一局三公司贺琪劳模创新工作室成员
从各个岗位赶至西安三馆一中心项目现
场，集众人所长破解城市中心建筑密集区
狭小空间施工组织难问题。

三馆一中心项目地处西安市碑林区
乐居场和东市路十字西北角，属于碑林区
繁华路段，周边不是住宅小区，就是人流
如织的马路。塔吊覆盖了周边许多楼宇
和道路，施工异常困难。

在项目唯一的一块空地，贺琪与工作

室成员现场认真研究狭小空间施工总平
面布置及塔吊作业安全技术方案，以确保
方案在现场能顺利实施。

集结成员力量，不拘泥于工作室实
体，化有形为无形，随时随地创新解决现
场生产建设难题，已成为贺琪劳模创新工
作室的一种常态。

当前，工作室依托西安市碑林区三馆
一中心项目优势而建，就近建设于施工现
场一隅，方便团队成员攻坚克难，就近取
材进行研究，深入破解现场技术难题。

处处开花

工作室成立初期，面对边疆偏远地区
艰苦的施工环境和恶劣的施工条件，成员
克服诸多困难，定期开展各项技术攻关活
动，收获颇多。

在新疆乌市地铁1号线项目暗挖施工
中，贺琪和工作室成员取得了《隧道超前
小导管施工工序》《地铁车站盖挖逆筑法
施工技术》《地铁综合施工技术》等一系列
技术成果。

“我有责任为项目提升技术管理水平
而积极努力。”在贺琪和工作室成员这样
的决心与坚持下，所在项目成为所在地铁
全线首家开工的区间隧道。

那次，为了解决区间隧道暗挖面对卵
石地层先打小导管容易扰动围岩而造成
隧道拱顶坍塌这一难题，贺琪带领团队在
隧道内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只有现场
摸清施工中地层的实际变化，才能真正找
出解决难题的方法。”贺琪说。

最终，工作室摸索出“先喷砼、留套
管、打导管、重注浆、控坍塌”的十五字工
法，有效防止了拱顶坍塌。“十五字”工法
的成功应用，得到了建设单位的认可，并
在全线卵石地层隧道浅埋暗挖法施工中
推广应用。

在南宁地铁施工的三年里，贺琪带领
团队成员经过多次实践，提出的交通疏解
一体化合围思路、机械顶管工艺标准、地
下连续墙在圆砾层中成槽之“钻抓结合”
的方法，为项目节约了工期、降低了成本。

不仅如此，在技术攻关与实践总结过
程中，因为他们兼顾“老带新”，放手一些
事务给新人，还培养出了 5名技术骨干。
团队更是获得了“五好项目部”“铁成式”
班组等集体荣誉18项。

有容乃大

2023年 2月，工作室被命名为“中铁
一局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名列
同时命名的十多个工作室榜首。工作室
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与使命。

“命名是组织对我工作的莫大支持，
也是对我精神上新的鞭策。”贺琪激动地
说，“我将用好平台带好队，培养出更多的
高水平技术人才。”

贺琪撸起袖子，做好了与工作室成员
更加用心开展技术攻关的二次创业决心，
以实际行动擦亮工作室品牌。

他积极制定了年度攻关目标，并不断
强化工作室技术管理活动，准备在节能减
排、合理化建议、技术攻关、创新发明、技
术交流、成果总结推广、QC活动、“五小”
活动等系列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出更加
重要的作用。

“在大城市干工程，就要利用好便利
条件，推出技术成果。”担任西安三馆一中
心项目负责人后，贺琪如是说。

最近，在一线生产管理与技术攻关工
作开展过程中，工作室成员依托项目特殊
的地质条件，提出的《饱和软黄土深基坑
工程安全建造控制技术研究》作为工作室
年度攻关的重要研究课题，目前正在稳步
推进。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近日，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航测地信院为进一步培
养团队协作精神，组织职工赴翠华山开展了“凝心聚力心向党 携
手征战向远方”主题团建活动。图为职工合力完成“合力建塔”游
戏项目。 □侯丽娜 摄

6月 5日 2时 30分，渭河平原
夜色正浓，四下一片宁静。

陇海线国铁西安局西安供电
段原华县接触网运行工区院内早
早苏醒，逐渐变得宣器起来。

路灯下，华山供电车间和维
修二车间 27名身着橙色工作服、
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接触网工迅速
列队点名、分工、装载工具材料，
准备前往华州至树园区间下行更
换中心锚结绳、补偿器。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把所
有机具再检查一遍，‘天窗’一给，
各个作业组按照刚才分工，抓紧
作业。”作业负责人李毅在分工完
毕后说。

“停电命令已下达，可以开始‘天
窗’作业。”4时 17分，随着作业负责
人李毅的对讲机里传来呼叫声，紧张
忙碌的“天窗”作业开始了。验电、挂设
地线……职工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一道道作业流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确认所有地线已接挂好后，作业
负责人李毅和工友任韩雷、张浩天利
索地登上轨道车作业平台、吊起新中
心锚结绳、取出紧线器……动作麻
落，忙而不乱，另一名工友李艺凡动
作敏捷地爬上 8米高的接触网支柱
顶端，扎好安全带、吊起葫芦。

“咔”，作业车平台刚升到位，韩

雷即把紧线器准确地卡在中
心锚结绳上，李艺凡飞快摇
动手板葫芦。只用了二十几
秒，中心锚结绳就松弛下
来。“拉紧绳子。”工友任佳豪
喘着粗气喊道。

拆卸线夹，取下旧中心
锚结绳，挂上新部件……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与此同
时，轨道车轰鸣声、对讲机呼
唤应答声、电动扳手与螺栓
之间的碰撞响动声不绝于
耳，响彻整个夜空。

交替紧固线夹上的螺丝，
安装新中心锚结绳线夹，调
整水平……他们争分夺秒，
将新设备调整到标准状态。

不远处，另一组由维修
二车间副主任李永旺带领，
更换补偿器。作业人员迅速

投入战斗，干得热火朝天。
“各小组注意，作业时间马上结

束了，大家动作快点。”6时 20分，对
讲机里传来李毅的提醒。

6时45分，“天窗”作业结束，大
家摘下安全带和安全帽，每个人都涨
红了脸，仿佛刚洗完澡一般。

“这一场‘硬仗’打得可真紧张，
心都提到嗓子眼，生怕干不完。活一
干完，胳膊和腿酸疼。”从作业车平台
下到作业车内的张浩天喘着气说。

7时06分，看着一辆货车从作业
地点安全通过，李毅舒心的笑容挂在
了脸上。 □段增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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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中建七局四公司开展2023年“人才驱动攻坚”测量员
技能竞赛，30余名参赛的测量人员齐聚西安北辰大道与绕城高速互
联互通工程项目部，通过理论笔试和平面导线、水准导线、高程放样
实操，角逐“最强测量工匠”。 □李森 摄

本报讯（刘祥胜 胡博） 6月 12日，陕建三建集团广东省鹤山
市城乡融合发展产业园升级改造项目部组织开展健康体检进工地
活动，邀请医护人员为 138名工友进行免费体检，切实保障工友的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据悉，由于广东省近期温度较高，结合建筑工地特殊的环境，本
次体检制定了详细方案。医务人员开展了CT检查、测血压、心电图
等体检项目，主检医生在体检过程中宣传了职业病的相关防护知
识，结合工友们工作特点提出了合理的检查建议，并耐心解答工友
的疑问，受到作业人员的热烈欢迎。

据了解，今后项目部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工友服务工作，不断
增强一线工友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每一位工友都能够安心地投入
到施工生产工作中去。

开展健康体检进工地活动
陕建三建集团广东鹤山一项目部

培养优秀人才 提升项目效益
——记中铁一局三公司贺琪劳模创新工作室

6月 11日，中国通号西安工业集团西
信公司室外信号组装车间内，身着工装的
陈坤耀和工友忙得热火朝天。操作台前，
他手持电动扳手，用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就将产品接点罩盒上的 8个螺钉安装到
位。“老陈，你这安全罩盒螺钉紧固头做得
及时，这下大伙干起活来可省力多了。”工
友看着他手里只有六七厘米长的螺钉紧
固头不住地称赞。

今年“五一”前夕，他荣获2023年陕西
省五一劳动奖章。回首来时路，陈坤耀
说：“我相信汗水不会辜负勤劳努力的人，
我只是坚持了下去。”

用实干创造机会

陈坤耀老家在秦岭北麓大山深处。
从小，父母节衣缩食坚持让他读书，只盼
有朝一日他能走出大山，改变命运。2006
年，高中毕业的他选择进入西安铁路高级
技工学校学习数控车床。“国家那会大力
发展数控技术，学这个专业每学期都有
1500元的生活补助，能解决我的大问题。”
陈坤耀谈起那段时光，很有感触。大三那
年，西信公司室外信号组装车间由于人手

短缺，急需一批技校钳工充实产线，他决
定进企实习。

跨专业学习并不容易，进入车间的第
一天，陈坤耀就因把 ZD6电动转辙机底
壳误认成汽车发动机部件，而引得车间
师傅们大笑，这让一向腼腆的他一下子
红了脸。

“可我没有退路，这是我唯一能为自
己找到的机会。”陈坤耀说，那段日子，他
身上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为了多学习，他
时刻跟在师傅身后，一遍遍观察ZD6电动
转辙机组装，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了解工
艺流程。有机会就拉着工友询问每个部
件的名字、作用性能。回到宿舍，他还要
把当天的失误和难点，一一梳理，反复琢
磨、复盘。

靠勤学实现梦想

“大山里走出的娃娃，要想在城市里
立住脚，必须有硬本事。”得知被企业正式
录用的那天，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证明自
己，让自己留得更久。

2009年3月，公司新建ZD（J）9电动转
辙机生产线，需要成立新班组。陈坤耀

瞅准这一时机，下功夫埋头苦练，顺利通
过考核，跟随师傅进入新工段，成为骨干
成员。

在新生产线上，陈坤耀从事ZD（J）9
电动转辙机摩擦联结器的装配工作。多
年的学习，让他对技术有超强的领悟性，
很快实现独立操作。

组装、研磨、测试，陈坤耀严格按照工
序流程，避免了组装差错，保证了部件性
能质量。为了快速提高自身技能，陈坤耀
在完成本职任务后，还会主动参与到整机
组装中，这让他的岗位技能迅速得到提
升。第二年，他就被公司推荐参加了全国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这次全国大赛，对陈坤耀是机遇也是
挑战。比赛涵盖了大量有关室内信号继
电器的知识，这让从未接触过继电器领域
的他倍感压力。“说起来，我的每一次进步
都离不开企业的帮助。”他至今都记得，车
间书记帮他协调继电器车间学习机会，这
让一度想放弃的他重燃斗志。

那段时间，他每天中午就用10分钟吃
饭。其余时间不是捧着书背理论知识，就
是往继电器车间里钻。别人生产他练习，
每次都要车间主任熄灯“赶人”，他才肯

走。也自此开启了陈坤耀的竞赛之路，他
在赛中学，学中练，最终在 2014年全国行
业职业技术竞赛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以技术助力企业

一路走来，陈坤耀在劳动中成长，用
技能成就梦想。他曾创下了个人月生产
68台合格转辙机的纪录，一次交检合格率
达百分之百。“我们生产的ZD（J）9电动转
辙机是专为客专线路和高铁线路研制的
道岔转换设备，是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的核
心产品。”他深知，产品质量不仅是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实现产业化升
级的基础和保障。

工装优化、合理化建议、小改小革，多
年来，陈坤耀始终坚持思考，持续创新，他
提出的 13项技改技革项目被企业采纳推
广，实现了降本增效提质，是生产线上名
副其实的“大技师”。“技术工人就要用技
能报国，用技术兴企，不断创新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说，自己将用行动
做大国工匠的践行者，以创新思维助力企
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唐玉洁

“大技师”的成功秘笈
——记“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坤耀

贺琪贺琪（（中中））召集工作室成员现场研究狭小空间施工总召集工作室成员现场研究狭小空间施工总
平面布置及塔吊作业安全技术方案平面布置及塔吊作业安全技术方案。。

6月 8日，阳光如同炭火，炙烤着试验
场。杜艳飞穿着一件半湿的短袖工服，扎
起的马尾和鲜艳的“昆仑蓝”显得格外干
练，她趴在晒得滚烫的样机上，半个身子
探进机器里，专心检查着这个硕大的“铁
疙瘩”，那架势、那状态，活脱脱一个试验
场上的女汉子。

“五一”前夕，杜艳飞被中华全国总工
会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这
支西安昆仑公司的“科研之花”绽放出更
加璀璨的光芒。

沉淀：向下扎根

2004年，刚毕业的杜艳飞就进入了
西安昆仑公司，从事陆军某武器装备研
发工作。“进厂就跟着老师傅学习基本技
能，从单个零件的绘制，到部件的拆解细
化，再到产品设计文件报告的撰写，杜艳
飞天天跟在师傅后面追问。”这也是她快
速成长的奥秘——一点点积累、一天天
坚持、一步步成长，迅速从年轻人中脱颖
而出。

2006年，恰逢公司承担我国首款陆军
某武器站的研制，认真负责且个人能力突
出的杜艳飞顺理成章地被委以重任，跟
着师傅们进入项目组。初出茅庐的她头
一次面对如此繁重复杂的任务，作为该
领域的首款自主研发装备，没有任何可
借鉴的经验，她只能一边到处查阅资料，
融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理解，一边庖丁
解牛似地分析产品结构，总结提炼，探索
创新。将近一年时间里，她都在“啃书”

“爬网站”、挑灯夜战……时光流逝，一本
本笔记印证了她一路的努力。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杜艳飞说：“创
新的前提是不断学习，只有将学习贯穿始终，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在自主创新中领跑于时代。”如今的杜艳飞仍然在自己专注的
领域里学习驰骋，在全新的领域里不断创新、突破。

生长：向外探寻

“科研之花”的绽放，离不开“学习”的“根”，更离不开坚韧执着
的精神沃土的滋养，在勤奋学习与反复实践中，这支“科研之花”努
力地探索着、生长着。

2018年底的一天，大雪笼罩黑夜，杜艳飞却还在办公室忙碌
着。由于鉴定试验环节中，因产品搭载的车体刚度较小，导致产品
某重要指标不合格。

面对试验问题，杜艳飞显得格外沉着冷静。她一头扎进办公
室，争分夺秒，连夜查阅大量资料，埋在一沓沓图纸和书籍中，无暇
顾及窗外呼啸的寒风和电话那头家人的牵挂。连续 10天，她一次
又一次穿梭在厂区和零下30℃的试验场之间，将仿真结果与实际验
证情况进行反复对比，直至解决了难题，杜艳飞紧锁的眉头终于舒
展，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绽放：向美而行

坚韧如她、细致如她，杜艳飞以高度的责任感严谨对待每一次
试验，追求每一次完美，不论试验大小，不管烈日风雪，她都再三检
查，直至确认无误。

2021年3月，5台样机依次在试验场进行为期16天的出厂交验
试验。4号样机试验前，她照例进入站体检查电缆连接，狭小的空间
布满了20余条粗细不一的电缆，她一根一根细细检查，在摸到一处
连接器线缆时，她发现似乎有轻微的松动。这根连接器的接线是直
径不过 3毫米的导线，在站体内处于悬空状态，本身就存在晃动情
况，加之压紧接头的螺栓也只有 5毫米直径，且在肉眼无法直接观
察到的站体最内部。她立即要求开展全面检查，经过电气系统人员
检查，最终确定螺栓确有松动。杜艳飞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态度，深
深折服了项目组的同志们。

“一丝丝的失误都逃不过杜主任的‘火眼金睛’。她常教导我
们，科研工作容不得丝毫马虎，即使是接触不良这样的小问题，也有
可能致使站体无法工作或失控。武器装备的质量如果不过关，那在
战场上给将士们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尽管时隔两年，徒弟小武
回忆起这件事，仍感慨万分。在她的带动下，项目组每个人干起活
来钉是钉、铆是铆，丝毫不打马虎眼。

多年的打磨、沉淀、精进，杜艳飞已是独当一面的“主心骨”。面
对荣誉，她坦言：“荣誉是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每个人都在付出、在
奉献，只要我们朝着目标共同努力，自然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荣誉
背后的杜艳飞仍然勤勤恳恳，躬行在科研创新的新征程上，将最美
的“科研之花”绽放在“昆仑之巅”！ □扈理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