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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夕，2023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全国工人先锋号评选表彰名单公
布，来自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的
总工程师汪思满喜登榜单，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汪思满获此荣誉实至名归，他在技
术上是顶呱呱的，”同事们说，“每当遇
到难题，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工
程项目上哪里有疑难杂症、哪里有技术
风险，总能看到他的身影，而且总能将
难题化解于无形。”

“没大家说得玄乎。”汪思满谦虚地
说，“但我做事执著、心无旁骛倒是真
的。我与工程项目技术打了 28 年交道，
就是想用一辈子时间去做好这件事情，
并努力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从工地上走出来的“技术权威”

1995年，汪思满从浙江大学土木工
程系毕业后进入上海建工，一干就是28
年。

28年来，汪思满始终从事着一线工
程项目技术管理与科研管理工作。汪思
满对自己的工作有着独特认知，他认
为，技术创新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工程技
术的本源在工地上、在项目上。“坐在办
公室是发现不了问题的，更是解决不了
问题的。”汪思满说，“技术是在现场做
出来的，不是在办公室空想出来的。”

关于技术创新汪思满也有自己的理
解：技术创新来自项目需求。做技术不
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落脚点是为了项目
降本增效，解决项目建设中安全、质
量、进度等方面的问题。同时，技术创
新也不可能是一步就能成功的。一项新
技术、新工艺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往往
是很土、很丑的，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改
进提升，再到完善成熟的过程，需要有
耐心和恒心，要学会坚持。

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汪思满在这28
年中，从技术员起步，到项目工程师，
再到总工程师，几乎一直摸爬滚打在工
地上。“白天跑工地，晚上理思路”成为

他的工作常态。
汪思满说他是幸运的。28年来，他

主持和参与各类重大工程建设有 50 余
项，如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六合路商业
大楼、虹口足球场、外滩通道、虹桥交
通枢纽、昆山中环、武汉恒隆广场等，
其中不乏高风险的深基坑、逆作法工
程，大体量的市政和公建工程，高难度
的城市更新改造工程等。经过这些项目
的历练，加上刻苦钻研，汪思满的技术
能力突飞猛进，成果一个接一个：获茅
以升科学技术奖等省部级以上科技奖 7
项，工法 8 项，参与编制或在编国家、
地方和行业规范 5 部，获得发明专利及
实用新型专利20余项……

该公司领导这样评价：“汪思满 28
年如一日奔波在工地项目上，对技术的
追求心无旁骛、锲而不舍，是一步一个
脚印从工地上走出来的‘技术权威’。”

专治项目疑难杂症的“阿满”

平时，领导、同事喜欢叫汪思满为
“阿满”。

一声亲切的“阿满”，是大家对汪思
满的爱称，也是对他专业技术的高度认
可。同事们说：“阿满有大智慧，三言两
语便能点透问题的关键，项目上的疑难
杂症到他手里总能迎刃而解。”

在 28 年与工程项目打交道的过程
中，阿满解决了数不清的疑难杂症，尤
其在深基坑施工、逆作法施工、城市更
新历史保护建筑升级改造等领域，展现
了高人一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阿满来说，与深基坑、逆作法
的渊源特别深。20多年来，他先后参与
和组织了由由国际广场、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改扩建工程、华山医院病房改扩
建工程等20多个深基础施工，对上海软
土地基条件下深基坑的围护体系优化与
选型、深基坑的施工控制措施、逆作法
技术等做了持续深入研究。让阿满印象
特别深刻的是地铁 7 号线东安路站工
程，由于该项目紧靠居民小区，一些居
民怕受到影响对施工表现出不支持的态

度，尤其是看到长达50米的钢筋笼打到
地下，更是令居民胆战心惊。居民的反
响令施工受阻，但作为世博会配套工
程，该项目工期很紧，耽搁不得。怎么
办？关键时刻看阿满。在他的主持下，
项目部首次运用“一柱一桩”后插法逆
作法工艺，通过封闭式施工，减小对周
边小区的影响，在居民没有感觉到的情
况下完成了基坑施工；同时，采用逆作
法平行立体作业的模式，也大大提升了
施工速度，确保了工期。

随着城市更新建设的不断推进，这
些年汪思满投入大量精力对此做了深入
研究和探索，从历史建筑地上结构的换
胆改造，到地下空间的深层拓建及工程
装备的研发，逐步构建起城市更新核心
技术体系，先后为10多个高约束条件下
的改造工程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尤
其令阿满难忘的是上海市南京东路 179
号街坊成片保护改建项目，作为历史保
护建筑，上部要保留30米高的“U”字
形外墙，在巨大的、薄薄的像刀片一样

矗立着的外墙下部要开挖地下5层、深
达 20 多米的地下空间，同时施工又不
能影响到周边繁华街区的正常生活，难
度非常大。怎么办？作为该项目的总
工，汪思满创新提出了城市既有建筑地
下空间拓展技术与工程应用技术，采用
不同的支护系统，确保了项目施工的顺
利进行。该工程后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评定，其技术水平总体上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部分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

此外，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方面，
汪思满对工程中的重点、难点也进行了
系统地梳理及科研攻关，形成了小直径
管幕法、全断面管幕置换法、整体预制
顶进开挖法、无拉杆的高空防撞墙施工
等多项施工成套技术，为破解市政项目
疑难杂症找到了“良方”。

同事眼中的“亦师亦友”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同事

眼中的汪思满。虽然汪思满现在已是公司
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上海建交委科技
委专家，但他却没有一点架子。“阿满不
浮躁、不张扬，既是师长又像朋友，谦逊
而温暖。”同事们说。

“作为一家年产值几百亿元企业的总
工，我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很重。”汪思
满说，“不但要做好工程项目，还要培育
好一支技术人才团队。”

汪思满认为，人才团队强，则企业
强。所以，这些年在培养技术人才尤其是
年轻人方面他也花了很多心思。

汪思满非常认同上海建工的“师徒带
教”文化，认为这个模式非常好。汪思满
回忆起自己刚来上海时的情景：“一开始
是有种漂泊感的，但上海建工融洽的氛围
和师徒带教的传统让我很快度过了这段时
期。尤其是我的入门师父，像父亲一样，
在工作上、生活上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
心，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所以，深有
体会的他现在很注意给做技术工作的青年
物色师父，帮助年轻人成长。

汪思满说：“年轻人有激情、有想
法，这是创新的源泉所在。对于他们，需
要引导，需要呵护。培养年轻人，要放手
让他们去做事，少一些责难，多一些鼓励
……”他总是鼓励青年们去参与课题研

究，鼓励他们写论文、拿专利。他说：
“写论文，不但有助于评职称、升级，而
且写论文的过程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撰写论文，
可以帮助提升技术水平。”

汪思满喜欢和青年们做交流：“学校
学的和你在施工现场学的是不一样的东
西，很多东西还是要从实践中来。”“做
技术没有捷径，一切都是经验的积累，
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技术风
险是项目建设最大的风险，技术人员必
须心怀敬畏之心，决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

“和阿满聊天有种家人般亲切的感
觉。”同事们说，“他的阅历和智慧总能让
你心情平静下来，有一种激励你前行的力
量。”

对同事、对青年、对他人，汪思满
总是谦逊而温暖的，但对于自己，他却
是非常严苛的。如今，作为该公司总工
程师的他依然奔波在浦东机场南区地下
交通枢纽及配套工程、G60 科创云廊二
期、张江科学之门等重大项目上，他
说：“工程技术的生命力永远在工地上、
在项目上。对我来说，既然做了这一
行，就想把这个事情认真踏实地一直做
下去，心无杂念地去努力做得完满。”

“用一辈子时间去做好一件事情”
——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总工程师汪思满

□记者 张高青 通讯员 陈杰

数字经济时代，国资国企作为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实体经济的
顶梁柱，在推进两化融合和数字化改革
进程中，发挥着战略性支撑作用，扮演
着“排头兵”的重要角色。这其中，隶
属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旗下资产板块
（东航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东航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管理公
司)便勇当“排头兵”，该公司坚决落实
政策要求，践行使命担当，携手广联达
共同开发了以BIM+IOT+AI为基础的数
字化、智能化建筑互联平台——睿瓴
云，坚定不移走数字化转型之路，很好
地起到了“先行者”和“领路人”的榜
样作用。

开发睿瓴云为工程项目赋能

这些年来，为深刻贯彻东航数字化
转型战略，工程管理公司秉承“数据驱
动创新，以技术赋能业务”理念，积极
探索推行数字化技术、平台的落地路径
和实际应用价值，落实用科学技术驱动
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强国战略方针。

工程管理公司以建设工程全过程委
托管理为核心业务，在核心业务中开拓
以EPC管理、品牌输出、科技研发为主
要赛道的“3+N”业务模式，持续探索
如何用科学技术和数字化手段提升工程
质量和建设效率，积极开展工程建设信
息化等数字化转型工作。

从2020年开始，工程管理公司携手
广联达，以BIM+IOT+AI为基础，围绕
项目管理、人员管理、文档管理、设计
管理、安全技术管理、进度质量、质量
管理、智慧工地系统集成等八个方面进
行研发。经历多次调研、沟通及迭代，
集众智成功打造出数字化、智能化建筑
互联平台——睿瓴云，为工程建设项目
提供数字化赋能。该平台在提升项目整
体管理效率的同时，能有效打通工程项
目管理与建筑现场的信息孤岛，对建设
工程项目的安全、质量、进度进行有效
监管，真正做到用数字科技技术助力项
目建设、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过，作为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
数据中心，睿瓴云平台涵盖设计、质量
管理、施工以及运维等多个环节，涉及
到的部门多、组织多、团队多、场景
多，平台推行难度大、数字化理念贯彻
半径广、落地实际问题多。针对这些情
况，为更好地走好数字化转型之路，工
程管理公司从认知共识、组织建设、制
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努力为数字化转型
保驾护航。

达成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共识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系统且复
杂的工程，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
而就，分步骤分阶段地循序渐进才是正
确的节奏，必须强意识、齐目标、控节
奏。企业想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认知
层面上，企业内部从上到下对数字化转
型的必要性达成一致，这是实现数字化
转型的关键一步。

工程管理公司高层认识到，达成这
种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对数字化转型的本
质、价值及实现路径的清晰认知，需要
强有力地推动，其中高层对于数字化转
型意识的培养、能力的建设、参与的深
度是推动转型成功的基石和源动力。

为此，工程管理公司积极开展各项
数字化转型学习培训。公司领导班子向
数字化转型成功标杆企业看齐，组织班
子成员前往世博招商局上海中心调研交
流。除了走进企业外，工程管理公司还
邀请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围绕企业数字化
转型进行内部培训，要求高管参加走进
清华、交大、复旦等高校的交流学习活
动，在学习交流中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
认识。

此外，为助力数字化转型成功，工
程管理公司不断加强企业数字化战略人
才保障，吸纳行业内数字化转型核心人
才，做强人才储备，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

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组织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原创能力大

幅提升，有力地支撑了各产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工程管理公司高层认识到，建
筑 行 业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质 已 由

“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以
创新作为发展第一动能。为贯彻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
业 务 发 展 ， 有 效 支 撑 数 字 化 转 型 落
地，工程管理公司成立了数字建造事
业部和元建筑研究院，建立从“课题评
审-产品研发-应用落地”的“产学研
用”一体化模式，加快提升创新能力，
促进数字化转型升级。

关于数字建造事业部。作为负责工
程管理公司工程建设信息化战略落地的
主要执行部门，数字建造事业部下设研
发部和应用部。研发部主要负责工程数
字化、智能化平台的研发、先进技术的
研究和探索；应用部主要负责研发成果
在试点项目上的具体应用实施和适应情
况。

关于元建筑研究院。为响应“加强
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
号召，工程管理公司主张成立上海元建
筑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这是一个
研究可持续发展和涉航领域相关新材
料、新技术而搭建的“产学研”平台。
研究院全面开始围绕“智慧建筑、智能
设备、低碳节能、装配式建筑”等前沿
课题与技术方向研究，有力支撑工程管
理公司数字化战略发展。此外，为实现
科研成果和实际业务的高度耦合和良性
互动，保证成果可有效赋能业务。研究
院联合数字建造部，就数字技术可落地
应用的各个场景进行针对性创新研发，
共同探索数字技术的新应用和新空间，
以可用性为出发点，找到技术创新转化
为科技成果的有效途径。

成功的数字化建设，不是一个人、
一个团队、一个部门可以完成的，而是
需要从战略顶层层面建立全面的设计与
规划，通过调整组织架构和责权划分等
方式激活组织动能，打通各部门、各业
务条线的业务链接，建立企业内部的系
统性和流动性。基于这样的理念，工程
管理公司通过打通内部业务壁垒，串联

研究院和数字建造事业部，构建“产学
研用”一体化模式，把创新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为工程管理公司工程信息
化建设成功保驾护航。

建立多方协同配合的管理制度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的创新工
程，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晶。对于工程
建造项目来说，整个项目建设全生命周
期涉及到的部门、参与到的人员众多，
有内部和外部，有甲方和乙方。工程管
理公司高层认为，如何保证多方协同配
合，打破部门、企业壁垒，作为利益共
同体积极配合，共同把项目做好？这是
企业保证数字化转型成功落地的必答问
题。

为此，工程管理公司结合自身组织
特点，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制定合理
考核制度，助推公司工程建设信息化战
略有效推进。比如，作为推进和落地工
程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数字建造事业
部主要负责产品研发和落地应用，是公
司考核工程信息化建设情况的主要部
门。下属的研发部门，其主要考核内容
为数字化应用的场景研究、工程信息化
产品平台的研发；下属的应用部门主要
考核内容是产品的落地应用情况，应用
部门再下发考核指标给具体项目部。在
日常工作过程中，以清晰合理的考核目
标牵引工作，明导向、优体系、强结
果，用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作为抓手，
确保各部门积极展开信息化、数字化转
型工作。

这些年来，工程管理公司的数字化
转型始终聚焦数字化与实际业务的深度
融合，自上而下，从数字化转型顶层设
计到项目实施，从科技创新共识到数字
战略落地，一脉相承、融会贯通，深刻
贯彻“以数据驱动创新，以科技赋能业
务”的数字化转型理念，持续发力数字
化转型，有力地助推了东航集团的高质
量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始终走在
行业前列。

（广联达）

坚定不移走数字化转型之路
——来自上海东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报道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井
二路的宝安人民医院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我们先后创新技术运用，聚焦技术提效，践
行双碳战略，解决了多个施工难题，目前更是通过
技术创新实现工期提前60余天。”中建六局华南建
设有限公司深圳宝安人民医院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该项目是深圳市重点民生工程，建成后将打造
成为病床总数超过 3300 张的“深圳西部医疗中
心”。项目自建设以来，坚持创新驱动，以科技创
新引领示范创建，助力品质工程建设。

着力创新运用

该项目应用高空大跨度悬挑混凝土结构无落地
模板支架技术，采用下撑式悬挑钢结构平台完成模
板支撑架体搭设，有效解决了高空超大悬挑梁板施
工难题，避免了高支模安全隐患。

使用可拆卸循环使用的标准化电梯井操作平
台，随主体结构升高而逐层提升，装拆简便，调运
快捷，与传统落地式脚手架相比，安全性能更高、
成本更低、操作更方便，有效提升了项目施工进
度。

聚焦技术提效

项目运用 BIM 技术建立全专业模型，通过三
维模型优化图纸设计、深化项目结构孔洞、辅助机
电工程一次性施工到位，减少项目在建过程中的人
力、物力等资源浪费。

建设智慧工地平台，助力项目劳务工人实名制
落实、塔机安全监测、扬尘噪音检测、大体积混凝
土测温等现场管理工作更加高效精确。

践行双碳环保

该项目将绿色建造理念融入设计方案，以“花
园中的医院，医院中的花园”为设计理念，巧妙地
将西侧新安公园绿色引入，打造符合深圳气候特
点，多维度的景观绿化体系，形成生态、低碳的绿
色医院城。

推进光伏发电“双碳”试点应用，通过在工地临建屋顶，引入分布式光伏
新能源和能源管理系统，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实
现发电量超8000度，有效减少碳排放近6300千克。

自项目开工至今，始终坚持科技引领，将技术创新与运用贯穿建设全过
程，先后荣获2022年中建集团科技创新与科技推广示范工程项目，荣获2022
第十一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优秀奖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BIM大赛奖
项，成功申报专利授权、省级工法、局级工法近20项。

潮涌大湾区，风劲好扬帆。中建六局华南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医院项目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施工技术的优化革新与进步，不断提升技术
先进程度和智能制造水平，以技术创新驱动赋能项目高标准建设，助力打造绿
色低碳精品工程。 （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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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湿地
博物馆位于张
家口怀来县官
厅水库国家湿
地公园内，占
地面积 33300
平方米，高 18
米，地上2层，
圆 环 直 径 70
米，湿地博物

馆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此设计获得第
六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奖，是中国绿色三星级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