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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平方米幕墙材料提前下单；项目
模型与项目实体1:1还原；50天完成3万
多平方米幕墙形象工程；7天成功吊装超
30米、近200吨钢结构……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中建不二幕墙
装饰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珠海长隆马戏
馆项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项目的“头狼”

早上七点半，项目办公室门打开，
往项目经理张海业的办公室一看，一桌
一柜一茶几一沙发安安静静地待在那
里，唯独不见张海业。

项目上的人说，这个点儿你是不可
能在办公室找到他的，一大早他就去工
地上咯！

与平常项目的单一幕墙形象不同，
珠海长隆项目幕墙外型像皇冠又像锯
齿，造型复杂多变，充满魔幻色彩，让
人惊叹。但造型有多美，困难就有多
大。支撑着项目多变外型的是2000多吨
钢结构，每一个钢结构都需要焊接成直
角三角体，以至于该项目单是钢结构的
焊接量就达到几十万处。

为保证焊接的质量，张海业每天早
晚都到工地亲自检查，几十万处的焊
缝，就连看不见的死角位置，他都不放
过。“无论项目上出现什么问题，他都坚
持今日事今日毕，做不完绝不下班；要

去现场，他第一个往前冲。因为项目难
点多，他好几次都直接睡在办公室的沙
发上。”执行经理宋佑之说。

工作31年的张海业，曾参与过肇庆
创客等大型高难度项目，大家都说：“他
是项目的‘掌舵人’，但多年来都以一名
普通施工员的心态，顶着项目经理的
名，做着施工员的活。每天的运动步数
都保持在2万步以上。”

项目的“后卫狼”

项目的执行经理宋佑之先后做过门
窗、地铁屏蔽门、幕墙等多种项目，干
过施工、材料、商务等多种岗位。大家
都说，如果是张海业带着大家往前冲，
那么宋佑之就是让大家放心往前冲的

“后卫狼”，有了他俩的A/B位补角，大
家工作就有了缓冲带，工作开展也更为
顺利。

宋佑之是“全能王”，更是各项工作
的“发动机”。铝板下单忙不过来，他帮

忙；前期商务算量、组价忙不过来，他
帮忙；项目现场把控、策划安排、排
表、大大小小会议文件、汇报总结、各
线条的衔接协调……只要有他的地方，
似乎就没有处理不好的事情。

项目同事回忆，好几次和宋佑之到
业主、总包那边协调完工作后已经是深
夜，可他依然回到办公室，坚持完成项
目的总结和第二天各项工期计划。每次
劝他多休息，他都说；“这是我给自己的
节点，必须完成。”

因为有宋佑之的合理编排，现场 3
万多平方米的铝板安装如“流水线”作
业，施工人员一边安装，一边拆架，再
安装，再拆架，从来没出现过混乱。“大
家工作起来，目的十分明确，根本无需
担心其他事情。”

项目的“夜行狼”

易董作为社招员工，入职不到一个
月便奔赴项目一线，负责提前下单。项

目提前下单对图纸与施工的配合度要求
极高，虽与项目没有任何缓冲与磨合，
但易董却实现了 4 万平方米材料下单

“零失误”。宋佑之说：“全依赖于他的高
度认真负责。”

每天一早，易董就坐在电脑旁核对
图纸，任太阳东升西落，现场人来人
去，施工轰隆炸天，他眼睛直盯着电
脑，一个单核了一遍又一遍，大家笑

称：“他脱落的头发都化成手上的图纸
了。”但他总是笑容满面：“团队氛围

‘团结、简单、快乐’；项目管理狼性敏
捷；施工现场管控精准到位，大家对我
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零误差’是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能遇到这样的团
队，我十分幸运。”

项目的施工主管罗勇大部分时间都
待在施工现场，经年累月的现场管理让

他的皮肤如黑人一般。5月，罗勇接到任
务——两天完成项目拆架。但 5 月的雨
说来就来，一下就是半天。为保证工人
的安全，项目只能停工。待雨一停，罗
勇便马上联系劳务老板，安排工人争分
夺秒施工。因雨而变得混乱的现场，顿
时井然有序。对此，他感触良多：“项目
实现了管理下沉，层层传递压力，让每
一个人甚至劳务工人都时刻牢记自己的
责任与担当。大家目标清晰，做事自然
利落。”

项目部还有许多这样的“狼”。陈燕
明是分公司机关商务合约部的部门经
理，同时兼任项目部的商务工作。每
周，他珠海广州两点一线赶，大家笑称

“他总是在夜里来，又在夜中去。”
胡善飞拥有一张帅气的脸庞，皮肤

白嫩，像极了狼群中备受宠爱的幼狼。
但其实，他早已担负起项目材料管理及

“后勤部长”的任务，材料深夜中来，他
就深夜出现，时刻为施工提供“物资增
援”。

中建不二幕墙广东分公司崇尚团队
狼性精神，珠海长隆马戏馆项目是分公
司精神的一个缩影。在这里，他们每天
给自己一个节点，不完成不下班，用相
互配合的“狼群”意识，实现了项目的
完美履约，获得了业主认可，后续承接
了多个项目。

横 琴 岛 上 一 群横 琴 岛 上 一 群““ 狼狼 ””
——中建不二幕墙珠海长隆马戏馆项目团队群英谱中建不二幕墙珠海长隆马戏馆项目团队群英谱

□通讯员 李冈姿

“都说煤矿很累、很苦、很危险、很
可怕，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干了十多
年的矿工，现在也不缺胳膊不缺腿的，
身板还硬朗得很。”这是颜克亮见到笔者
的第一句开场白。

颜克亮，1973年出生，重庆能源巨
能川九公司第一项目部 105 队班长，中
共党员，职工代表。

万事开头难

颜克亮的叔叔颜永均是川九公司的
掘进工，2002年10月，颜永均休假回老
家时，他给颜克亮说起煤矿比农村的种
种好处时，颜克亮突然有了想当矿工的
心动。颜永均休完假回矿上时，颜克亮
就跟着他一起来到矿上应聘，颜克亮入
聘后，被分到颜永均同一个煤矿(中岭煤
矿)，并拜叔叔颜永均为师傅。当时煤矿

刚刚初建不久，条件非常艰
苦，环境相当恶劣。

颜克亮回忆说，当时是冬
季，寒风刺骨，气候干燥得嘴
唇裂开好几道口子；视线范围
内空无一人，第一次有了天苍
苍、野茫茫的感觉。

“我第一天入井，看到黑
黢黢的巷道，吓得心头一直拔
凉拔凉的，心脏咚咚咚地跳，
两只脚杆也发软。”颜克亮说。

初到煤矿工作，业务不熟
的颜克亮每天都过得惴惴不
安。刚学打风锤钻时，总是要
断钎。在第五天的时候，颜克
亮在井下学打眼时，连续断了
三根钎，师傅颜永均不仅骂他
是“草包”，还气得在他脖子
上重重地打了两下。

被师傅打了之后，颜克亮
伤心地流了眼泪，晚上一个人
独自喝了闷酒，并在心里暗下
决心，一定要尽快掌握这个技

能。于是，他每天上班都跟在师傅后
面，观察师傅如何打风锤、打锚杆等；
下班后，又缠着师傅，让师傅给他讲各
个流程的操作技巧，还随身带着纸和
笔，把师傅讲的技巧都记录下来，回到
宿舍后又反复琢磨。

“颜克亮入门后，他对工作质量的追
求比我对他的要求还高，他每干一项工
作，总喜欢琢磨点窍门出来，钻研个新
方法。久而久之，他在打眼、掘进等多
个岗位上，都成了行家里手。别人两天
做完的事情，他一天就能完成；正常岗
位一天的工作量，他只用5到6个小时，
而且完成得又好又快。”师傅颜永均说。

由于颜克亮踏实肯干，勤奋肯学，
两年过后，颜克亮熟练掌握了整套掘进
工艺。由于业务技能出类拔萃，他逐渐
被提升为掘进班长、职工代表等。

掘进“尖刀”敢啃“硬骨头”

工作中，颜克亮没有豪言壮语，只
有身体力行，他就像一台掘进机，向煤
海深处不断奋力挺进。

在岳城煤矿时，由于地质条件复
杂，瓦斯浓度也时常偏高，顶板淋水较
大，掘进施工难度系数非常大，被称为

“硬骨头”工程。
面对强大的安全压力和诸多施工困

难，很多工人由于害怕打起了“退堂鼓”。
在这困难的关键时期，颜克亮迎难而上，
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主动请缨。他加班加点
查阅资料，与队员们一起研讨方案，并对
顶板积水情况进行探测，确定了积水量和
分布区域后，对各种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然后制定了科学的综合临时支护措施，带
领队员们苦战十余天，一个班下来全身上
下湿透，即使感冒发烧也坚持挺住。在颜
克亮的带动下，队员们齐心协力战胜了淋
水大、排矸难等困难，最终“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
“当时井下环境非常复杂和险恶，看

到颜克亮带头冲在前面，我们也壮着胆
跟着他一起攻下了这个难关。”工人陈勇
说。

项目部总工柯勇说：“这些年来，颜
克亮在综掘技术上练就了一手精湛技
艺，不仅在打眼、放炮、喷浆、支护上
是把好手，还精通皮带输送机、综掘机
的操作与维修，是我们掘进战线上的多
面手。特别是掘进机进刀的深度和方向
那可是一刀准，上下左右心刀合一，摆
动自然，切割出来的岩面规整光滑。
2012 年 8 月，其他队一个班只能掘进 3
米，但他这个班完成了6米，创造了该
项目部的历史纪录。”

“好习惯”撑起安全一片天

颜克亮说自己最大的骄傲就是工作
在井下十几年从未受过伤。颜克亮回忆

说，自己亲眼目睹了身边工友受伤的事
例。这些事故不是安全设施不好，而是
自己放松了警惕。“好习惯是福，坏习惯
是祸”，这是颜克亮对自己从未受过伤的
安全总结。

颜克亮有个雷打不动的好习惯，就
是每干完一个工序后都觉得不放心，都
要亲自再核查一遍，工人们还私下调侃
他有“强迫症”。有一次，105队在进行
锚网支护时有几根锚杆没打正，锚网的
搭头也没有接好，工人们下班刚离开作
业面时，被颜克亮的“火眼”发现，他
要求工人们马上回来整改了才能下班。

听了颜克亮的吩咐后，有工人开始
嘀咕起来，说他“强迫症”又犯了，并
边说边往井口方向走。颜克亮见状，马
上拉长了脸，非常气愤地吼道：“不回来
整改就算集体违章！小问题也是隐患，
隐患就极可能演变成事故，必须马上整
改。”颜克亮边生气边带头干了起来，工
人们看他这么较真，也只好乖乖地转身
回到作业面整改起来……

在整改中，颜克亮又对大家说：“今
天你们偏一点点，明天他们又再偏一点
点，日积月累，隐患就越来越大，这是
我们自己在给自己身边埋下‘炸弹’
啊！”听了他的话，工人们觉得有道理，
个个都变得哑口无言了。

“我曾经觉得他就是爱挑刺，爱较
真，所以顶撞过他，骂过他，恨过他，
但现在意识到他这个‘好习惯’为我们
大家守护了安全，撑起了安全这片天。
所以，我们应该自觉遵守安全规定。”工
人陈勇说。

扎根矿山十七载，颜克亮多次被评
为公司先进，他带领的班组曾被评为先
进班组。当他谈到获得的荣誉和公选为
职工代表时，虽然满口的谦虚，但他脸
上却写满了骄傲和自豪，他觉得这是组
织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人品的认
可。

地 层 深 处 的 掘 进“ 尖 刀 ”
——记重庆能源巨能川九公司第一项目部 105 队班长颜克亮

□通讯员 彭光淑

贵州省独山鄢家山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是一个什么项目？进场之初，在一个半
月时间完成了2400余根桩基及坚石独基
破碎；在主体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69栋
单体，2400余名施工工人，平均每天5至7
台泵车同时作业。黔地中冶人，用自己的
坚定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克服重重困
难，于4月26日迎来了竣工验收。

黔南州独山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县
城，给人的印象里永远都有炙热的烈
阳，它勤奋地、热情地炙烤着大地，好
像永远不会缺席。他在最炎热的夏日走
进这个小县城，开启了他的奋斗岁月。
常在清晨，树上的小鸟叽喳，天边的朝
霞半露，客厅里窸窣的响声总在宁静的
早晨惊动徘徊在梦中的人。仲夏的中
午，夏日当头，绚丽的白光幻花行人的
眼，细细的石子小路上，三三两两头上
冒着汗珠、被烈日“抽干”精气神的行
人，总会被身边风一样刮过的人带来一
丝凉风；时有深夜，灯火通明，蚊虫相
伴，敲击键盘的声音久久回响。这是他
项目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叫谷科路，上
海二十冶独山鄢家山项目经理，万千建
筑人中的一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

黔地中冶人的坚守。

论做事，认真刻苦

有句戏言称“人要成就某种事业，
要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但
对于谷科路来说这不是戏言，是事实。

项目攻坚的关键时刻，独山项目成
立了百日攻坚突击队，谷科路是突击队
队长。每天坚守在攻坚战役的第一线是
他的工作常态。工人尚未上班，他已经
在办公室，认真梳理当天的突击任务，
理清工作思路，做到心中有数，合理安
排突击队施工。在追赶工期的高峰期，
突击队施工人员超过一百人，施工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他都要亲自过
问解决，常常是饭都来不及细嚼慢咽，
就有人喊着“谷队长、谷队长”。因为需
要连续的夜间赶工，他常常在工人吃晚
饭的时间，就要把夜间施工计划做好，
安排好夜间施工人员后，要在现场指导
施工到深夜。在那段时间里，睡觉成为
一件奢侈的事情，他开玩笑地说“等到
工程顺利完工了，一定要睡个三天三
夜”。顺利交房验收后，他成为鄢家山花
园项目的项目经理，投入到繁杂的工程

收尾工作中。尾项收尾工作繁杂琐碎，
也是人心最松懈、最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的时候。在这期间，他的精神毫不松
懈，每天都会到现场检查工程安全质量
进度，确保现场安全零事故，无质量缺
陷，确保搬迁群众安全入住。

每次去现场总能发现他的身影，太
阳的暴热热不过他牵挂项目的心，雨水
的冰冷冷不了他炙热的双手，他用自己
的行动证明着“不忘初衷，方得始终”。

论做人，赤诚磊落

“与其热闹着引人夺目，不如心有所
定，专注做自己”，谷科路是个真心真性
情的人，带着爱、温暖、光亮，在繁忙
的项目生活中带来感动和愉悦。

独山项目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年轻小
伙子，他们有的初出校门，有的刚离家
乡，面对这些他眼中的“小孩子”他总
是操碎了心。工作中，他毫不藏私，将
自己多年积攒的施工经验、学习资料、
感悟心得倾囊相授，只为让他们在工作
中少走几步弯路；在生活中，他设身处
地 为 大 家 考 虑 ， 外 表 看 起 来 是 一 个

“糙”爷们，内心里却柔软细腻。有一
次，偶然听到项目部有人半夜睡觉被冻
醒，第二天电暖炉就出现在了房间。怕
大家不会照顾身体，他的房间总是放着
感冒药。他的热心肠不仅在项目员工身
上体现，现场有民工没拿到工资的时
候，他总会耐心解释，了解工资发放情
况后找班组长协调解决，他常对班组长
说：我们要推己及人，民工兄弟辛辛苦
苦赚钱养家，要按时发放民工工资。”搬
迁群众入住小区以后，大事小事都会想

起项目部有个谷经理，踏实靠谱，找他
准能解决问题。在这个项目，他是一个

“大家长”，一个“知心哥哥”，大家有了
心事第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是他；有了
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一件件温暖
的小事，汇聚成了信任“大河”。没有无
缘无故的信任，当大家亲切地喊着“谷
哥”的时候，是对他的付出作出的最大
的肯定。

论能力，材优干济

2012年初入职场就被评为“优秀新
员工”，在之后的工作中，谷科路像是被
打了“兴奋剂”不知道疲惫，更加严格
要求自己，刻苦学习新的知识，不断钻
研。入职七年间，他不断突破自己，自
学考取一级建造师，2018年2月被评为
上海二十冶“先进工作者”，同年3月被
评为上海二十冶“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9年1月又被上海二十冶评为“先进
工作者”。他独立编写的《独立式塔吊基
础》 2018 年 2 月被授权为实用新型专
利；独立编写的《锚索桩套筒定位装置
及使用方法》被授权为发明专利；独立
编写的《浅谈高层建筑外墙施工的安全
问题及措施》 论文获得 《建筑与装饰》
期刊的优秀奖，参与编写的《多级陡坡
条件下高层吊脚楼设计及施工关键技术
研究》已按科技成果进行登记。

生活在日复一日地重复，建筑工地
里的他，完美诠释了“泽一事，终一
生”的牢固信念。他对自己所认定的事
总是立场坚定，对待工作常常尽其所
能，克制而追求完美。他叫谷科路，奋
斗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黔地中冶人。

黔 地 中 冶 人黔 地 中 冶 人
——记上海二十冶贵州省独山鄢家山项目经理谷科路的奋斗历程记上海二十冶贵州省独山鄢家山项目经理谷科路的奋斗历程

□通讯员 张 芳 王正兴

深夜，办公
室 灯 光 仍 然 亮
着。电脑前，随
着最新一批测量
数据的汇总，刚
刚完成信息储存
的 他 坐 直 了 身
子 ， 伸 展 了 一
下。他揉了揉酸
胀的眼睛，关了
电脑才起身准备
去休息。此时，
灯光将他疲倦的
身影不断拉长，
留下一串昏暗的
背影。又一个紧
张、忙碌的夜晚
即将过去，新的
一 天 就 要 来 临
——这就是中铁
广州工程局拉林
铁路指挥部测量
主管邱永超的日

常，一位资深测量“尖兵”的常态。
这里是青藏高原，高海拔，低气压，缺氧且寒冷，可在

这里，他坚守了4年。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绒乡特大桥、
贡嘎特大桥，三跨雅鲁藏布江，为贫瘠广袤的高原带来勃勃
生机。其实第一眼看到邱永超，除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
人过目难忘，整个人都可以说是普通平凡。可就是这样一位

“普通人”，一谈起工作，说起测量，他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
起来，表情变得严肃，眼神变得坚定，即使尚未开口，也能
给人一种权威和专业的感觉。或许，这才是真正的邱永超，
一位在高原藏区测天量地的“老建筑人”。

引路：善学善思多勤勉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这句话是
邱永超最真实的写照。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自投身工程测量
那一刻起，他一直用全身心的付出在奋斗。刻苦、努力、勤
勉，是身边人给他“贴”上的标签，而他也的确名副其实。

中铁广州局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项目开始之初，设计人
员在江北岸的公路上来回好几次，桥址位在哪一点也没有头
绪，当指挥长问到邱永超的时候，他先是将桥梁全长、主拱
跨径、拱桥中心距等数据一一道来，就连最大风速都一清二
楚，而后又在实地一一指出数据所在地。要知道，藏木特大
桥是被称之为“雅鲁藏布江绝跨”的桥梁，单单数据就有无
数个，但他一个不落，全都印在了脑海里。这并非他天赋异
禀，而是常年的测量工作早已让他养成事事走在前的习惯。
工程还未动，他便开始想，数据点在哪里、要怎么放仪器、
从哪里进行测量……把工作思绪理清后，他就拿出自己的专
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毕竟，中国造桥之术处在世界
前列，西藏地区又有许多不可预测因素，很多问题他只能边
学边解决。有时候，一天下来，他的眼睛连续十几个小时都
没有休息过，又酸又涩还发痒。可他没觉得有什么，揉揉眼
睛又继续钻研，通宵达旦是常有的事。

后来，在历经多个特大、特难项目之后，邱永超依旧保
持着勤勉的作风，年轻的同事们都劝他“劳逸结合”，可他
只有一句话：“测量就是引路，作为所有工程的‘引路人’，我不敢不学，不敢不
思，更不敢有一刻的懈怠。”

把脉：精雕细琢铸精品

邱永超的“先人一步”不单单在于“纸上”。作业现场，大家看到的他经常都
是一手图纸，一手仪器，“打哪指哪”，一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在第一时间解决
问题。

藏木特大桥下是深达60多米的藏木水电站库区，地面作业根本不可能，这就
意味着，桥拱架设只能依赖立在两岸绝壁的巨型塔架。塔架上的钢缆索吊有 24
根，最大起重量245吨，起重时24根缆索吊必须保持在同一水平面平均受力，稍有
不慎，受力不均，承重索便会崩断，桥拱坠落！而要达到同一水平面，全都靠邱永
超的测量团队。工程有难题，身为测量队领头人，他自然冲在最前面。要求高就精
测精调；有风干扰就顶住风吹再多做几十遍测量；测量数据总是有偏差，就创新安
装棱镜利用反射调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十次、二十次……连续两天的
连续工作，他终于不负所望，给出最准确的数据，而这比之前测量工作五天的预期
提前了一大半。

高效、高质是邱永超一贯的风格。他手中出来的测量数据，就像是名医的一双
手，总是能够找到最关键的点，为铸就精品工程把出最精确的“脉”。

守护：一片冰心在藏区

在藏区苦不苦？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测量工作，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可即
使如此，他也依旧向前，用专业的测量技术守护着每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拉林铁
路第一长铁路桥贡嘎特大桥项目启动时，雅鲁藏布江边无船无路更无桥，邱永超要
进行测量定位，只能用一双腿去开拓，用一双手去开垦。

刚开始，邱永超在藏族群众的家中租用手缝羊皮筏子，划到江中间时，筏子漏
水，他果断下令让大家高举仪器继续前行，而他则是取下安全帽向外舀水，筏子划
到岸上，他也累倒在筏里；后来，藏木特大桥塔架定位测量中，要通过泥石流之后
的山坡上山，他们压根找不到路，还是用手比划和不会汉语的藏族群众交流，才得
到帮助，跟着当地人从人迹罕至的小径攀援上山，前行50米，用掉两小时。之后
施工队重走此路时，一台挖掘机上山，甚至花了56天。“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便成了路”，而第一个开始走的人，必定是披荆斩棘，摸索向前的，邱永超便
是如此。

若再问一句，这么苦这么难，为什么从未想过放弃？邱永超或许不会说出豪
言壮语，但他的行动已经给出答案——为了那份事业，为了给更多人带来幸福。这
并不是伟大，而是一位工程人的冰心。

中国速度、中国基建在如今已成为国际品牌，“基建狂魔”的背后，正是无数
“邱永超”的默默付出。而在工程事业里，邱永超也是无数投身于工程测量事业者
的缩影。他们量天测地，绘山画河，前路漫漫，任重道远。但翻过那座山，人们就
会听到他们的故事，一路荆棘一路歌，哪管岁月是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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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张海业项目经理张海业((左左33))和他的伙伴们和他的伙伴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