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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苏轼描绘的西湖真美。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已经几年没
来过杭州了，而西湖的美景，常常让
人流连忘返。六月初的一天，濛濛细
雨，落落停停。一大早，我和几位朋
友便坐上了游船，因为我们一行人赶
得早，船上空荡荡的，感觉非常惬
意。远山近水，绿荫葱茏，空气清新
……西湖，宛如一面翡翠镶嵌着的宝
镜，映着天映着云映着鸟映着桥映着
山。湖水恬静，恬静得没有一丝涟
漪，犹如一位准备出嫁的姑娘，蒙着
一层薄薄的轻纱，那么羞涩，那么温
柔。是的，领略西湖绝美的风光，让
人百看不厌。

实际上游览一番西湖，只是我这
次杭州之行其中的一个小目标，我还
必须赶往离西湖30公里的余杭区瓶窑
镇中法航空大学工地，这是一座新落
成的校园。新校园内，同样让你感觉
不到城市的喧嚣、工地的嘈杂，你能
感受到的只有宁静。校园占地面积
667424 平方米。走进校园，穿梭其
间，你能静静地体味着与园林互映成
景的一幢幢风格别致的恢弘建筑。尤
其在蓝天白云下，“公共中心”这幢建
筑，巨型钢结构连成一体，一气呵
成，如同一本翻阅的“书页”……

中法航空大学校区，美轮美奂的
建筑，设计恢宏的立面，相映成辉的
绿植，让这份安静显得尤为珍贵。

离开校园 30 年，当年凝神于教
室，畅想于校园，嬉闹于寝室，犹如
昨天历历在目。而走近中法航空大学
工地，通过山、水、湖层层过渡，以
及建设者们的精心打磨，在667424平
方米的空间中，如今折叠出的却是江
南的灵秀，校园的书香，以及满满的
科技感。

两年多时间，900 多个日日夜夜，
如今的这份安静离不开昔日建设者的
努力和拼搏，更离不开建设者的智慧
和汗水。

中法航空大学是上海建工安装集
团第六工程公司目前在建项目中难度
最大、工期最紧、工作量最大、单体
最多的一个项目，主要承担学院组
团、体育组团、中心组团、科创组团
及室外总体的机电安装任务。六公司
副总经理徐健，这位曾经“征战”大
江南北的年轻老法师回忆起这900多个
日日夜夜时却显得格外云淡风轻，而
这份笃定的背后却是责任的坚守和艰
辛的付出。相对于今天的平静和笃
定，2020年10月27日，徐健和他的团
队显然是不平静的一天，他们背起行
囊奉命从四面八方赶赴中法航空大学
工程项目，19条汉子集聚在一起，年
龄最小的“00后”刚刚走出校园又走
入校园参加校园建设。

EPC 是指承包方受业主委托，按
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
采购、施工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
的总承包，并对所承包工程的质量、
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在 EPC
模式中，E不仅包括具体的设计工作，
而且包括整个建设工程内容的总体策
划以及整个建设工程实施组织管理的
策划和具体工作，P也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建筑设备材料采购，需要进一步囊
括专业设备、材料的采购，而 C 的内
容则包括了施工、安装、试测、技术
培训等等。

在徐健的麾下有个人称“四剑
客”组合，项目经理兼任外总体项目
经理孟亚彬，三个学院组团和体育组
团项目经理骆城陈，中心组团和科创
组团项目经理赵向阳，以及信息科技
总监顾周平。他们在专业领域里出类
拔萃各有所长，用科技创新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难关。在施工前期阶段配合
预埋要做到“零拖延、零投诉、零事
故”几乎是难上加难的事，但，他们
做到了；推行“无纸化，云工程”管
理模式，让劳动力用工也比原计划节
省 20%，他们做到了；利用 3D 打印、
VR和AR技术向业主和总包方作技术
方案汇报，他们也做到了。“四剑客”
组合用专业与创新为无言的建筑注入
了满满的元气和活力。

为打造企业的精品工程，自入场
以来，项目部始终坚持以“业主满
意”为导向，秉持“优质、守纪、开
拓、创新”的通风精神，凭借可视化
交底、云追查整改、模块化预制、信
息化管控这四项创新技术，高质量推
进浙江省“一号工程”建设。

项目部始终以争创鲁班奖为目
标，通过BIM技术，清晰展现现场管
线的排布，有效减少了现场的管线交
错和碰撞问题。先后攻克了吊顶管线
净高提资、钢结构管线支架敷设和重
力荷载分析、中庭管线穿下挂梁方
案、屋面顶棚钢结构与设备管线碰撞
报告、设备吊装工况模拟分析等施工
难题，并通过广泛推广轻量化模型，
各管理人员可凭借手机云端打开 BIM
模型，做到“无纸化、云工程”管
理。可视化模型交底指导施工班组的
施工方法，为后期“运维档案”提供
了依据，确保每个管控细节有据可依。

针对该工程体量大、工期任务
紧、专业衔接多、技术管理精这四大
难题，项目部在管理制度上实行楼组
长制度。为了更好地解决安全生产隐
患，管理人员还建立了“问题档案”。
所有管理人员通过智慧工地信息平台
和项目内部的“云端相册”，将存在的
质量、安全、技术等问题记录在册，
确保有档可查、有迹可循，为后续及
时掌握问题解决情况和整改提供依据。

中法航空大学工程涉及77台热泵
机组、40台空调循环泵，项目部通过
BIM 技术应用，将设备拆分成四百多
块管段模块，分布在该项目的11个屋
面。为提升管段模块的现场预制率，
项目部设计了一种法兰限位模块的预
制小车，解决传统手工焊接产生的各
模块之间法兰间距不同、法兰螺眼不
对齐以及法兰之间不平行的问题。此
外，项目部还设计了一款末端预留管
段的测量工具，切实帮助班组解决各
种带弯头模块的测量下料工作，提升
了现场模块拼装的一次成型率，减少
了材料损耗，压缩了屋面施工的工期。

为了做好现场对施工质量、安全
进度的监控，动态跟踪土建基础、防
水、保温工作对设备吊装工期的影
响，追溯顶棚钢结构作业对屋面设备

成品的损坏，在屋面临电设施有局限
的环境下，项目部利用太阳能光伏监
控对屋面各个环节实施监控，并通过
回放监控的方式追溯现场的问题，增
强了项目管理现场监督力度。

当紧张的工作遇上值得喜庆的节
点，19条汉子也需要满满仪式感。小
伙伴们用欢庆的礼炮为2021年12月19
日机电设备“第一吊”祝贺。当上海
建工安装集团的队伍进工地现场施工
整整两周年时，食堂里火锅加啤酒，既
是庆生会，又似业务交流会，大家举杯
同庆。当三八妇女节来临时，项目部专
门在网上订购了鲜花，连同祝福，一起
送给了每一个建设者的另一半及其母
亲。在中法航空大学项目部，仪式感
既是情感的链接，也是凝聚力工程。

从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六工程公
司到中法大学工地整整205公里路程，
19条汉子最忙碌的时候平均每天步行3
万多步，他们常常笑称，半个月他们
就能步行回上海一次，这份自嘲的背
后既是他们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更
是建设者们激情四射的缩影，也正是

这份执着和付出才有了今天静静等待
各方的检阅，用匠心迎接航天骄子的
入住。

时间从来不语，却给出了所有的
答案，在两年多时间里，徐健和他的
团队完成了包含 77 台热泵机组、135
台全热交换机、61台新风空调箱、44
台空调箱，以及381台其他各类风机和
6300多台风机盘管的工程实物量安装。

鸟瞰整个校园，在有限的空间合
理规划教学区、生活区、图书馆、食
堂、音乐厅、赛级游泳池、体育馆、
大操场，一个学校是N种不同的公共
建筑类型的大集合，每栋建筑都蕴含
着美好的哲学隐喻，而上海建工安装
集团第六工程公司正是用实力成就了
这份美好。

前几日我一直在想，文章写完
了，如何起个题目呢？感觉 《西湖与
校园》 还是不错的。西湖美景美不胜
收，而新落成的中法航空大学校园新
颖别致、美轮美奂，但无数建设者为
此付出的辛勤劳动，更值得赞美。

赞美劳动，赞美建设者的心灵。

西湖与校园

八月中至威海，暑气立时半消。
三面环海的气候环境下，一切都显得
那么清旷高邈、镜净朗彻。翌日一
早，游刘公岛。虽说其尚存两千余年
的战国遗址，及汉代石落村刘氏来岛
垦荒居留的人文资源，但素有“东隅
屏藩”“不沉的战舰”之称的刘公岛，
最引人来游的原因，无疑是那场堪称
禾黍之悲的清末甲午战争。

车至码头，顿感景点的热门：摩
肩接踵、熙熙攘攘，显然是有不少远
道而来的旅游团体，清一色小白帽在
阳光下成队列流动。更亮眼的还有小
学生团体，孩子们身穿校服，朝气蓬
勃，想必是来上实地的历史课。

20 分钟的摆渡，天蓝云白，波浪
鼓琴。坐在船舷边，见岛势北高南
低，海崖陡峭如劈。烟光星屿，不愧
为自然的美域和消暑的胜地，也是黄
渤海各种生物洄游、栖息和产卵的良
所。不过登岸后，便一头扎进了它的
历史积淀：一尊高约十几米、身披随
风扬起的斗篷、顶戴花翎、双手紧握
单筒望远镜的塑像一下子牵住我的视
线，是北洋水师“致远”号舰长邓世
昌的塑像吗？抑或只是象征北洋将士
的一尊镌雕？不由想起读小学时，学

校曾组织全年级同学到淮海电影院观
看古装大片《甲午风云》，对李默然扮
演的邓世昌印象很深，按现在的话
讲，他确实是个自带气场的好演员。
尤其片尾那句“开足马力，撞沉吉
野”，彰显出悲壮的死志，以至近50年
过去了，回忆起那场电影，耳膜仍被
这八个字隐隐震颤。那是 1894 年 9 月
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大
东沟黄海海面遭遇，经5小时激战，北
海舰队五艘战舰均遭击沉，1000 余名
官兵阵亡。邓世昌驾驶遍体鳞伤、大
火熊燃的“致远”舰全速撞向日本主
力舰“吉野”号，日舰集中火力炮击

“致远”。如果不是一发炮弹击中致远
舰鱼雷发射管，导致船体爆炸而沉船
的话，势必与吉野号同归于尽。记得
电影进行到这里已近结尾，故做了虚
化处理，然后来所发生的真实场景

是，邓世昌坠海后，手下扔来一只救
生圈相救，被他断然拒绝。他的爱犬

“太阳”落水后奋力游向主人，拖拽其
臂，邓世昌竟按住犬首与之同沉于海。

登岛后，步行至环翠区丁公路，
一幢极富设计感的建筑赫然入目，这
是以北洋海军舰船为参照的“中国甲
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入内发现场地
面积很大，分几处展馆，一束束射灯
照亮了每一块陈列版及模型，周遭则
显得既幽暗，又静穆。用手机拍录了
一块黑底白凸的字板，那上面披露了
当年的战况：被俘清军共5137人，其
中北洋海军3097人、陆军2040人；被
俘战舰有镇远、济远、平远等 10 艘。
再算上4万人左右的阵亡将士，可以说
当年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

在略感嘈杂的环境中简单地用过
午餐，又陆续走访了北洋海军提督

府、丁汝昌寓所、威海海军学校、炮
台、北洋海军忠魂碑等。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当年海战的指挥中心提督府，
或称“水师衙门”，其大门上方，悬有
李鸿章题写的“海军公所”牌匾。内
部则按中轴分出前中后三厅，前后厅
分别为当年北洋水师的议事厅和宴会
厅 （今用作军舰模型、图文陈列和祭
祀殿等）。各厅青瓦飞檐，廊庑相接，
一根根巨型的红色圆柱，凸显出清时
举架式结构的建筑特色。中厅今辟为
北洋海军将领的蜡像陈列馆，所重现
者，乃1894年9月7日在议事厅举行的
一次军事会议的场景。提督丁汝昌、
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总兵刘步蟾、
副将叶祖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等将
领均在蜡像人物之列。在那次事关国
运的战前会议上，针对出海远战还是
近顾门户的抉择，出现了争执不下的

两派意见。作为主战派的邓世昌，据
理力争，慷慨陈词，故而他的蜡像，
被塑造成紧攒拳头、怒目而睁的站
姿。会后仅隔10天，邓世昌即于海战
中阵亡。同年10月，镇远舰林泰曾服
毒而亡；翌年2月，刘步蟾自沉定远舰
杀身成仁；次日，丁汝昌拒绝日军劝
降，于提督府中厅东厢自尽。入内凭
吊，追抚前事，徒增室迩人遐、壮士
一去之叹。

继大东沟战败后，威海卫战役全
军覆没，使得历时七个月、当年世界
排名第八、东亚排名第一的北洋舰
队，最终惨败于世界排名第十一的日
本舰队。遂使集30年之力，于国家存
亡之秋，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引
进西方先进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试
图挽救清朝国运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洋
务运动，黯然落下了帷幕。1895年2月

14日，签订了《刘公岛降约》；4月17
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
半岛（后因三国干涉未能实行），台湾
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
日本，并赔偿两亿两白银。增开沙
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
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刘公岛之行后，我还陆续关注到
以下信息：2017 年，发现疑似定远舰
的沉船；2018 年，进行专业的考古物
探、潜水实地探查，并选择在遗址上
方抽沙作业。在深达一至三米的泥层
下，发现了定远舰的部分遗物，并打
捞出150余件文物；2019年，威海举行

“甲午沉舰遗址保护区域论证会”，计
划第二次打捞沉入海底的定远舰；
2020 年 9 月 17 日，从威海湾刘公岛出
发，沿东侧海岸用一小时左右下探潜
行，再经长时间清淤、传缆、起吊，
最终将一块 18.7 吨的巨型铁甲打捞出
水。据说当时的打捞队员，在打捞过
程中无一不潸然泪下。那是因为在定
远舰的遗骸中，虽故迹多淹，还是见
到了几具阵亡将士的遗骨，纵然125年
光阴从他们身边缓缓流过，他们的双
手仍紧紧地拽着战舰，不曾松开……

刘公岛怀古

千百年来，农村盖房子都是土木
结构，先做好木架立起架梁，而后就
是打土墙，土墙打好后还要安门装
窗，这才算完工。一座房子从准备材
料到竣工，少则一年，多则两到三
年。

盖房时除了请木匠做架梁，最费
工夫的就是打土墙了。它是个技术活
儿，又是个力气活儿，一般人很难胜
任。先是得准备墙土，山里人大都会
就地取材，在山坡上挖些土先运到房
场。打土墙需要很多土，主家会提前
两三个月去采土，在没有架子车的年
代，是用肩膀挑的，距离近的还好
些，距离远的一天才能挑三四十担。
整个屋墙要一万多担土呢，主家只得
早起晚睡，不停地挑土，把房场堆得
像小山一样，才请来工匠打墙。

有人为了省劲，先看好有墙土的
地方，就把架梁立在那里，打起墙来
也方便。我们村有一户人家，盖房时
先在山脚下开一道槽子，砌上石头根
脚，把架梁立上去。打墙的时候直接
从坡上起土，十分省事儿。不过，他
没有计算好，四间房屋盖好后，室内
墙土没有用完，仍像山一样堆在那
儿。他请我去帮忙往外运，我们俩日
夜不停地担土，一直挑了大半个月才
清完。

打土墙需要四到五人。两人掌握
墙板，另外三人往板槽里扔土。墙
板，桐木做的，分量轻，好提。墙板
为两扇，七尺长，一尺两寸宽，一边
有一个挡头。打墙的时候，掌板人扶
住两块墙板，另一个人用一根叫做

“老鼠”的木杆穿在板下，再插上竖
杆的卯榫，将墙板夹住，然后才能把
墙土往板槽里装。装到半板时，掌板
人提起墙头的杵子，使劲儿将土杵瓷
实。再接着往里扔土，填上剩下的半
板，直到把板槽填满，再反复用杵子
杵瓷实就可以拆板了。板拆开后，掌
板人提起墙板紧走几步，接到上次打
好的墙头，续着再打。

杵子是用石头做的，有四五十
斤，安个木把儿。杵墙的时候连续提
着往上砸，很是费劲儿，力气小的人
干不了。那些掌板拖杵子的人都五大
三粗，干活不惜力气。

随着土墙不断增高，下边扔土的
人越来越费劲儿了。起初能铲满锨，
到后来只能铲半锨。墙头上的人也不
轻松，时刻要打量墙是否端正，调整
墙板。有时候还要从山坡上找些树
根、藤子之类的杂物填到板槽里，以
增加土墙的韧性。遇到架梁的柱子或
横梁时，就要考验打墙师傅的技术
了。柱子立在那儿，盆大的石杵子杵
不到，只好用镢头背着砸。只见师傅
蹲在狭小的板槽里，一点一点地砸，
直到把包着柱子的土完全砸实，才能
松板换位。木架房的大梁与前檐有一
个叫“补梁”的弯木头，打墙打到这
儿既不能提板，又抡不成杵子或镢头
背，只能先把“补梁”拆下来，等墙
打好了再装上去。

打墙用的土不能太干，太干了粘
不住，需要泼点水，润一下，但也不
能太湿了，太湿了粘杵子，砸不瓷
实。墙打到六七板高的时候，还需要
歇板。因为土质软，如果一直打到
顶，下边的墙未干，整个墙都会倒下
去。歇板大约得一周时间，等前面打
好的墙变比较瓷实了，再接着打。

我们官坡上下，就数徐家湾的打
土墙师傅打得好，一是结实，二是端
正。而徐家湾打墙最好的是徐来娃，
四十多岁，干活干净利索。他打土墙从
来不放线，拿眼一照，就开始起板卡夹
子。三板结束，用根木棍在墙角一比，
调整一下板位继续往上垒板。他喜欢
在墙土里掺些沙子，打出的墙面光滑
好看，又不影响质量。因此，十里八
乡的人都请徐来娃掌板打墙。也有想
学习的后生跟着他学技术，一来二去，
徐来娃带出了一批打土墙能手。单干
的徒弟们组成了一个个打土墙专业
队，走出山里，到卢氏县城、灵宝，甚至
到陕西洛南包活干，十分活跃。

不过，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盖
房请不起打墙师傅，而是请几个同村

人协助帮忙自己动手打墙。这些人是
帮工的，只管三顿饭，不用掏工钱。
但他们的技术往往不过关，有的把墙
打得七扭八歪，有的第一板是端正
的，但到了墙顶，居然能跑线一米
多，整个山墙都是斜的，很不美观。
前岭上老宋家盖新房时，他取的土是
就近挖的红土，性烈，也没有掺沙
子，墙打好后，经风吹日晒，后墙上
裂了两道五寸宽的大口子，没办法，
只好用土坯塞住，再抹上一层泥巴。

1984 年春天，父亲要为我盖一
座新房，我们同样在村上找了几个乡
亲帮工。掌板的是我本家大哥，技术
不好，结果墙打了六板高的时候塌
了，我们只好扒掉重新打。但正逢春
雨季节，连着下了半个多月的雨，水
把墙土洇湿了，结果打到七板高正要
歇板的时候又塌掉了。不得已，父亲
跑到徐家湾请来了徐来娃，人家一
来，清理了地基，将墙土扒开晾了七
八天，然后开始起墙，很快就把墙打
好了。

按照父亲的建房计划，麦收前新
房就可以完工，但因为打土墙耽误了
工期，直到中秋节才把房子建好。当
时盖房找人帮忙虽不花钱，但管饭要
吃细粮。这一耽误，多吃了一百多斤
细面粉，还多花了一笔打墙的工钱，
超出了预算，父亲心疼得不得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短短
几十年时间，木屋土墙渐渐地从乡村
消失了。如今，乡下盖房也像城镇一
样，全是钢筋水泥砖混结构，不但结
实，而且干净，但是土木房的那种冬
暖夏凉的感觉却没有了，按老辈人的
说法，就是“不接地气了”，土木房
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记忆。

前年秋天，豫西连续下了一个多
月的大雨，造成山体滑坡，河水暴
涨。我家那座久不住人的土木房也因
为屋后的土坡饱浆，水冲到了后墙
上，致使整座房屋轰然倒塌。由于全
村只有我家的房子还是土木房，这一
塌，就意味着我们村的土木房彻底消
失了。乡亲们开玩笑地说，这下连个
念想也没有了。

毕竟房子是人的脸面，何况老家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不能让倒塌的
房子影响乡村的美观。去年，我又打
算在原址上再建一座新房。我请人重
新规划并设计了两层别墅式砖混结构
的房子，屋顶是硫璃瓦盖面。到了秋
天，房子盖好后，显得很是气派，引
来了许多乡亲们“看稀罕”。

今年开春，乡亲们都来帮我种树
种花。一天，一位本家兄弟用架子车
清理院落外倒塌的旧墙土，我让他专
门留了一点。他不解地问我：“院里
院外都是溜光的水泥、石板，留一堆
旧墙土放那儿多难看。”我笑笑说：

“留一点墙土做个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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