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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无韵，便是匠气；性灵熔匠，
方有匠心。对于一名与弧光焊花共舞的
焊接工匠而言，匠心的凝练既脱胎于千
锤百炼的高超焊技，也在孜孜探索和技
艺传承中灼灼生华——这便是张晓东，
一位用灼伤和汗水铸成荣耀勋章的践行
者、用三十载光阴沉淀收获桃李芬芳的
传授者、用激情和创造力不断攀登焊接
技艺高峰的探索者。

张晓东，中冶宝钢电焊高级技师，
焊接、结构工程师，焊接领军人才，
2019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

“上海工匠”“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
“创新标兵”“全国冶金建设系统高级技
能专家”等荣誉称号，并获上海市“千
人计划首席技师”项目资助，连续两届
被评为宝山区拔尖人才。

践行者——绚烂方寸间，咫尺匠心难

从懵懂学徒到蓝领大师，从意气风
发到沉稳睿智，张晓东用始终如一的钻
研意志、进取精神、实干作风走出了一
条坚实的成长之路。对他而言，从业三
十年来，苦练基本功是“必修课”、关键
时敢担当是“硬实力”，只有置身一线、
身先士卒，才能炼出过硬技艺、积累宝
贵经验、持续贡献力量。

2012年5月，中冶宝钢得知宝钢2号
转炉需要更换三点支撑，但经过大量资
料查阅发现尚无先例和可靠经验供借
鉴，施工面临着结构变形控制、结构安

装精度、焊接工艺编制、焊接
应力控制、焊工技术培训等重
重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失控都
将使施工时间和生产损失难以
估量。千钧一发之际，张晓东
主动请缨，采用多种焊接方式

对项目涉及的钢材进行焊接工艺评定试
验，并结合实验数据分析结果、公司装
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储备，判断有能力承
接项目，为施工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扎实
基础。施工前夕，为保证项目时间，他
一手积极落实相关设备并组织开展焊接
人员培训，在长达两个月的艰苦培训期
内完成了28名焊工的相关技术考核；一
手又抓紧开发一系列创新技术，在同事
的帮助下开发出了能减小焊接量的超厚
板坡口角度形状、能保证结构安装精度
的定位装置，并发明了大深度下的焊条
运条方式。高强度的施工过程中，他坚
守一线，从结构拆除至焊接完成，六天
五夜，始终吃住在现场，在完成40小时
连续施工的焊缝作业时甚至未曾合眼，
最终及时处理应力性裂纹，指导控制焊
接节奏，确保施工过程连贯，圆满实现
了焊接作业量和质量的要求，也打破了
公司未曾承接大型结构类改造项目的先
例。

这样的事例，在张晓东的工作中比
比皆是。他手中的“钢针铁线”飞舞于
方寸之间的焊缝，却牵涉着数千万的生
产项目、服务于庞大的冶金行业。他用
对焊接技艺的极致追求、对质量细节的
精准把控，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担当。

授业者——不藏于私，不吝于教

作为一名焊接高级技师和中冶宝钢

焊接技术领域资深的内训师，张晓东每
个月为焊接技师、高级工的取证考试开
展培训，并常常应邀担任焊接技术职称
评定的专家评委和各类焊接技能比赛的
裁判，兼具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双重
积累，更能洞悉学员的优势和短板。

他深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只有
将经验、技能传授给更多人，才能打造
出更多的焊接精英团队，为冶金行业做
出更大的贡献。在工作之余，他将自己
的焊工技艺和理念总结成体系教程，无
偿提供给学生和工人。在工作中，他更
是将生产和教学相结合，竭尽所能在班
组内开展“传帮带”工作，从新员工握
焊枪开始，手把手传授操作技巧，将自
己积累的技术经验倾囊相授。

在他的带领下，焊接工作室在焊接
技术方面形成浓厚的“学、比、赶、
超”的氛围。他每年培训的电焊工达100
余人次，其中已有16人获得高级技师和
技师证书、20余人获得高级工证书。他
带教的徒弟中有人获得全国建设系统比
武第八名、上海市职业技能金奖、上海
市“优秀农民工”称号，有2人获宝山区
焊工比武第一名，更有多人获宝钢设备
系统技术比武前三名。如今，这些学员
已遍布国内多个行业，并成为各行各业
焊接领域的“领头兵”，让他“聚在一起
一堆火，散到四方“漫天星”的理念得
以照进现实，更让他以无限的热情继续
为培养焊接技术的接班人才进行不懈的
努力。

探索者——用大力有余，入细心愈研

守正创新，精业笃行。张晓东在精
进于焊接技艺的同时，也始终用保持着

创新探索的勇气。
他注重经常性地处理现场焊接难

题，在开拓智慧检修的道路上砥砺前
行。在卸船机大型斜拉梁的修复中，他
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对断裂的斜拉梁
进行了在线修复，节约工期近7天；他开
发的氧枪对中安装装置大大地提高了氧
枪喷头的修理质量；开发的滚筒托圈在
线修复法节约施工时间近7天、创造经济
效益近百万；开发的三点球面厚板焊接
工艺使转炉提前20天投入生产，创造千
万元的经济效益；组织450吨大型行车梁
断裂抢修得到行业内专家的好评；发明
的大型方形梁矫正装置使大型港机提前
15天投入生产；组织实施的21项焊接工
艺评定为公司获得的特种设备安装检修
资质起到关键性作用。

同时，他也不断加强经验总结和理
论归纳。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功参
与研发大型转炉检修工艺，经科技成果
鉴定为国内先进；编制的《大型转炉托
圈的裂纹修复》在全国冶金建设系统QC
成果发表中，获得一等奖；编写的七篇
论文先后在国内的专业核心杂志上进行
发表，发明的 RH 浸渍管专用焊割装
置、大型钢梁的矫正装置、氧枪的对中
安装装置等三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获得
授权，二项的专利技术申请得到受理；
参与编撰的《检修工艺链—焊接篇》 被
作为公司的企业标准。

匠气易达，匠心难求。正是对工作
的极度负责、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对创
新的矢志不渝、对传承的无私奉献，才
让张晓东始终坚守着“匠艺”与“匠
心”，树立起这一面党员先锋的旗帜、劳
模工匠的旗帜、技术能手的旗帜。

（李倩文）

弧光焊花飞溅处 匠心如初
——记上海市“技术能手”、中冶宝钢电焊高级技师张晓东

初见唐泽培，黑黢黢的脸上尽显成熟，身材壮实，笑容
憨厚，用其项目同事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工地颜”。唐泽
培的做事风格也如他的长相那般，成熟、沉稳。作为中建四
局三公司广西分公司颐华雍和城项目一名物资管理工程
师，进公司仅两年，他便从里到外，为项目念好“省”字诀。

勤淘“宝”，节约76万元

“你们这个棚子还要不要？”“这个防护网片呢？”类
似的发问，时常在分公司柳州兄弟项目工地上响起。

“兄弟，又来‘掏好货’啦？”通建中天城项目材料负责
人覃干鹏大老远便看到了唐泽培，笑着打趣道。

唐泽培“嘿嘿”一笑：“都是好货，你们用不上了，
我这刚好能用上，省一点是一点，都是项目成本呀！”

“就你小子最精！”覃干鹏忍不住调侃道。
“同行”的打趣与调侃，对唐泽培来说更像是另类的问

候与支持。深知材料周转利用的重要性，入职以来便在雍
和城项目从事材料管理工作的唐泽培，一直把“省”字诀奉
为办事宝典。通过到处“搜刮”，唐泽培便以最快速度与柳
州片区其他材料负责人“打”成了一片，“淘宝”过程波澜不
惊，每次都能顺利完成。

于是，从棚子、围挡、防护网片等定型化材料，到地磅，
再到电箱、电缆、炮雾机、水泵等周转机具，都成为唐泽培

“搜刮”的宝贝。从项目一期干到二期，唐泽培总乐此不疲
地到各项目溜达、电话“骚扰”，就为了将这些其他在建项
目用剩的，或收尾项目不需要但还能使用的材料，拉到项
目上进行“废物”利用。长此以往，柳州片区其他项目便成
为雍和城项目一期的材料供应源，同样，二期项目的这些
材料也全部来源于一期项目。

据统计，仅雍和城项目二期开工以来，唐泽培便在
定型化材料、地磅和周转机具这三项的材料利用上，为
项目节省逾 76 万元，成为广西分公司物资线条的一大

“省钱”典型。

“抠”材料，“省”到底

除了“拿来主义”，唐泽培还在规范材料管理工作上，将“省”字发扬光
大。

一日，唐泽培按照习惯到现场清点材料使用情况，当踱到钢筋池旁时，
一根成品钢筋赫然出现在眼前，显得特别扎眼。“到底是谁，竟把成品钢筋放
到池子里了？”一看四下无人，压下满腔怒火的唐泽培，拨通了劳务电话。

“梁工，是这么个事儿，我在项目钢筋池里发现了一条成品钢筋，不知道
是谁放进去了，麻烦你赶紧让工人拿出来！”唐泽培开门见山道。

“我先问问怎么回事。”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有些波澜不惊。
约莫过了五分钟，唐泽培在钢筋池旁等来了梁工的电话，“兄弟，我们工

人说那钢筋用不了啊。”“怎么会用不了呢，短于30公分的的确用不了，但这
可是成品钢筋。”电话那头，梁工还想说点什么。“我说梁工啊，这样，按照
规定，我开个函给你，这个钢筋必须要再利用，能用的材料坚决不能浪费，
我也希望你能再三和工人强调，否则就别怪我罚款了！”唐泽培说话的语调很
温和，但言语中却透着不容拒绝的味道。

事情的结果是，成品钢筋拿出来了，从此以后，项目上浪费材料的频率
也大幅降低。

“纠”自身，把好成本关

入职以来，唐泽培几乎处于长期睡眠不足的状态。为了接材料，早上
五、六点起床，晚上一、两点睡下已成为他的常态。

在笔者采访间隙，唐泽培还不停通过电话和供应商、同事沟通工作，一
刻未停歇，却丝毫看不出疲态。

用唐泽培的话来说，便是“懒人是干不了物资工作的”。高度的自律，唐
泽培总是时刻保持极强责任心，工作中坚持底线和原则。“规定是怎样的，就
坚决不能犯，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建立在企业和项目利益的大前提下！”唐泽
培如是说。

这样的唐泽培，也无怪乎能在2021年度半年中建四局检查中收获一致好
评。

阳光下的唐泽培，其黑色的皮肤被映衬得更加耀眼了。 （关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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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高速巨能集团，只要认识宋
书一的，都喜欢用敬佩的语气称他宋博
士。2021年10月9日，在重庆市第六届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大
家口中的宋博士荣获了“重庆市劳动模
范”称号。

宋书一毕业于重庆大学，博士研究
生。2014年进入重庆高速巨能集团从事
科技创新工作，现任科技与信息中心主
任，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交通运输青年
科技英才，渝北区临空英才。

匠心独具，成功解决世界性难题

宋书一从小好奇心非常强，上学时

对机械有浓厚兴趣，还喜欢搞点小发明。
进入巨能集团工作后，宋书一负责

集团整体科技创新工作，并带领各子
（分） 公司潜心学习新技能，钻研新技
术。

2012年，巨能中环公司承接了重庆
市“十二五”重点工程渝中连接隧道工
程，隧道是连接嘉陵江千厮门大桥和长
江东水门大桥的枢纽工程，施工沿线穿
越文物古建筑罗汉寺等18栋建筑物，隧
道上有轨道交通1号线，下有6号线，施
工条件极其复杂，技术难度大，安全风
险高，爆破施工是世界罕见的技术难题。

如何在繁华都市的楼多、人多、车
多情况下实施安全爆破？刚到巨能工作
不久的宋书一一筹莫展，压力倍增。

宋书一回忆说：“控制爆破标准非常
严，振速控制在1.0厘米/秒，重点地段
甚至严到0.5厘米/秒，也就是振速小到
在道路等嘈杂的环境下感受不到有爆
破。”于是，宋书一亲自到项目部蹲点，
与中环公司技术人员及北京科技大学龚
敏教授团队一起攻克这个难关。

当监测爆破振速数据和高速数字摄
像+爆破振动联合采集试验时，正遇夏

天，宋书一白天顶着“火伞”与龚敏教
授在工地上做测试，晚上又到隧道进行
试验，一待就是 5~6 个小时。宋书一回
忆称，外面太阳晒在脸上像抹了“辣椒
面”一样，安全帽像个“蒸笼”，热气一
股一股向外冒；晚上一进隧道就像进了

“汗蒸房”，衣服很快就湿透了。
为了尽快攻克爆破技术难题和完成

市科技局立项项目，宋书一加班加点成
为常态。他连续3晚加班至深夜凌晨1点
过，当上下眼皮“打架”时就洗个冷水
脸，肚子“闹空城计”时就泡一碗方便
面。

回忆关键节点爆破的经历，宋书一
还心有余悸。他说：“爆破前一直忐忑不
安，如果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然
而，功夫不负有心人，爆破后的隧道掏
槽效果非常好，地面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和噪音。”

总之，渝中连接隧道有很多难啃的
“硬骨头”，每施工一步都异常艰难。但
在宋书一及北京科技大学团队的共同努
力下，从课题立项到现场实施，历时近7
年，成功攻克了不计其数的难关。尤其
是解决了复杂环境下城市隧道精确控制
爆破难题，并得到院士专家组高度评
价，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20年10月，该技术获中国爆破行
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 年 9 月获
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重庆、深
圳以及北京冬奥会八达岭长城站等10多
个项目推广运用。

与此同时，宋书一跟中环技术研发
团队一起形成的“超大断面及超小净距
公路隧道施工关键技术研究”成果也达
国际领先水平，攻克了深圳至香港东部
国境高速世界最大断面、最大跨度莲塘
隧道的施工难题，助推了“粤港澳大湾
区”的经济发展。

2021 年 4 月，他又协同巨能科技创
新团队和重庆大学等 7 家单位共同申报
的“矿区滑坡灾害诱发机制及智能化监
测预警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重庆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巨能集团作为完成单位
排名第一，实现巨能集团在重庆市科技
创新领域最高奖项零突破。同时煤矿、
公路等领域10余项成果也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使巨能科技在荆棘中走出了一条
康庄大道。

丹心赤诚，边打点滴边干工作

“你看输液管里都好多血了，快把手
放下来……”2015年4月29日，在北部
新区仁和医院里，巡房的护士对宋书一
着急地说道。

原来，宋书一因肺部不适住进了北
部新区仁和医院，为了第二天能按时报
送“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材料，
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打电话协调各高
校教授聘为巨能技术中心专家，同时远
程指导同事宋超如何完善申报资料，由
于打电话太过投入忘了手还打着点滴，
引来护士批评。

由于时间紧迫，输完液他就给医生
请假回单位加班，由于病情没好转，医
生不同意离开，于是他请求医生给办了
临时出院，回到单位立马加班编写材
料，并按时完成上报了材料。

第二天一早，他又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医院做检查，发现右肺 90%被压
缩，诊断为气胸。

“你还到处跑，情况非常严重，随时
都有生命危险，必须尽快做手术。”主治
医生对着宋书一顿“训骂”。宋书一听后
有些后怕，赶紧联系重医附属第一医
院，并迅速赶往该院办理了入院手续。

下午15点30分，他被推进了手术室
……

手术第二天，身体虚弱的他仍想到
后续评审答辩，他一边构思，一边电话
指导宋超如何准备，出院后又积极投入
到紧张的工作中。

在答辩会上，他思路清淅，表现出
色，在 100 多家参评企业中获得第四
名，成功创建了巨能集团首个“重庆市
企业技术中心”，率先填补了巨能集团在
科技创新平台的又一空白。

尽心为企，看家本领毫不保守

宋书一读书时是学霸，工作后仍没
放弃学习，在科技创新职业生涯中，他
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学习新知识，刻苦
钻研新技术，摸索新方法，总结好经
验，在他的口袋里，常放着一个小本
子，他走到哪里就记到哪里。

这些年来，宋书一掌握了不少新技
能和“绝技”，尤其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这些宝贵经验和

“看家本领”宋书一从不保守。2018年1
月，宋书一开设了专题讲座，给各单位
分享经验，传授技能。

川九公司、中环公司、千牛公司、
四川公司等在宋书一的指导和帮助下，
陆续成功创建了“重庆市和四川省企业
技术中心”。2016 年 12 月，他又牵头并
带领川九公司成功创建了“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随后他指导的千牛公司、中环
公司、四川公司也创建成功。

川九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龚明洪心存
感激地说：“以前我们还不晓得有这些申
报，也不知如何申报，十分感谢宋主任
给我们全程指导和大力协助。”

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后，企业在
招投标、政府采购上享有一定优先权，
也为整个集团减税和加计扣除抵税累计
创收 2200 多万元。“书一来巨能后，我
们科技创新工作不仅实现了从弱到强，
从优到精的跨越式发展，还实现了很多
个历史性突破。”集团副总经理李永强说
起宋书一，满脸都是笑容。

7 年来，宋书一先后主持和参与重
庆市 （区）、企业级科技项目 40 余项，
获国家级工法 2 项，专利 7 项，主编和
参编行业及地方标准 4 部，获重庆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及省部级科技奖 6 项。同
时他带领的团队获得专利 96 件，工法
19部，软件著作权5个，国家、行业级
标准16部及7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等。

当宋书一谈及这些成功和荣誉时，
他很谦虚地说：“这些成功和荣誉不是我
个人的，而是属于和我一起奋斗的巨能
人。”谈及未来，他耸了耸肩说：“这次
市劳模荣誉加身，肩上压力更大，说完
话锋一转，并掷地有声地说，有压力才
有动力，有阻力才有锐力，在创新这条
路上，我会一直向前奔跑！”

（彭光淑）

科技创新路上的“奔跑者”
——记重庆市劳动模范、巨能集团科技与信息中心主任宋书一

“项目建设中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困难，党员突
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先上！”这是中交二航局成都温江
项目负责人胡茂林常说的一句话。在这位荣获成都
市五一劳动奖章、公司优秀共产党员眼里，“红色动
力”成为了项目建设中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自10
下旬跨线桥吹响冲锋号以来，项目党支部坚持党建
工作融入生产经营不偏离，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
中心融合，助力项目建设安全进度质量齐头并进。

“红色突击队”的铮铮誓言

“我们将发扬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突击队精
神，做到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最困难的时刻我们
上，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不怕困难，冲锋在前，
坚决完成跨线桥工程项目建设任务！”这是去年10月
21日，在成都市温江区农科城跨线桥施工现场，中
交二航局成都温江永宁片区项目党员突击队和青年
突击队队员面对突击队队旗作出了庄重承诺。

铮铮誓言，响彻在跨线桥施工一线的上空，传
递出了全体突击队员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自
豪感建设好跨线桥的心声。

“红色突击队”的实干担当

农科城片区有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农林科学院
等一批高等院校。目前，该片区出行需至太极立交
等线路进入城区，跨线绕行距离较远，出行不便。
农科城跨线桥项目是成都温江一个重点民生工程项
目，跨线桥建成后，将提升“南城北林”跨线交通
通行能力，提升农科城区域价值及产业功能区的城
市品质，促进与温江城市协同发展。

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同时作为温江区内目
前跨径最大的钢箱梁车行桥结构。面对技术难度较
大、安全风险高、质量标准高等特点。项目部发动
现场党员和青年组成“红色突击队”，把最难啃的骨
头、最难攻坚的地段交给突击队员门。

2021年10月23日正式进入跨线桥架梁阶段。面
对吊装跨度大、地下管线限制多、钢梁运输困难、
高速路临时占道协调困难、吊装作业场地狭小等诸多
困难，突击队员在施工前对技术方案、施工组织、后勤
保障、应急措施、钢箱梁的运输和架设进行周密部署。
施工过程中，突击队员紧盯安全和质量细节，坚守一
线，实干加巧干，中午连续奋战，项目部把午饭送到工
地现场。截至2021年11月6日，出色完成了跨线桥北
侧的小箱梁和钢箱梁的架梁任务。

“从架梁那天起，我们就下了决心：来了，就要
干好！”党员突击队队长方铁兴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正是靠着这股突击队员实干担当打头阵的精神，带

出了干劲，带出了作风，带出了项目安全质量进度齐头并进。

“红色动力”激发建设者工作激情

走进跨线桥北侧施工现场，红色突击队旗帜高高飘扬，突击队员那富有
朝气和活力，能吃苦、能战斗，勇于、甘于奉献，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红
色动力”，在跨线桥全体建设者中形成了一股“向突击队员看齐、向困难前
进、向战场突击”的正能量，激发了全体建设者的工作激情。

自2021年11月8日跨线桥转战南侧后，突击队依然保持昂扬的斗志。
为了确保11月10日南侧小箱梁顺利架桥，突击队员连续2个晚上奋战在一
线，提前做好吊装前的准备工作。

青年突击队队员张富豪，开启了像陀螺一样的工作状态，每天早早来到
现场做个每个作业点的安全巡视检查，哪个员工没戴好安全帽，哪个地方出
现隐患，他都在现场第一时间进行纠正和处理。为了确保架梁施工安全，张
富豪和大家一起早出晚归，全时盯守在生产一线，守护工地安全。

青年突击队员邓克勇、何飞是项目上的“午夜运梁人”。因为运梁车属
于大型运输车，白天限制在高速路上通行。午夜中，为了确保30多米长的
运梁车一路顺畅，他们行驶在运梁车的前面，随着关注道路路况，护送每一
榀梁天亮前安全达到吊装现场。

截止目前，在顺利完成跨线桥北侧架梁任务后，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
队转战跨线桥南侧。在项目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的带领下，全体建设者
依然干劲十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个个都是好
样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掉队，为了跨线桥早日通车，我们一定众志成城。”

（方国俊 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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