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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仃洋上铸丰碑
——记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远离陆地，驻守孤岛 7 年。这样的
经历，几人能有？然而，有这样一群义
无反顾的年轻人，他们以青春的名义筑
就了世纪工程。

碧波浩渺的伶仃洋上，在港珠澳大
桥岛隧工程沉管预制施工现场，活跃着
一支来自中交四航局的青年团队。他
们是伶仃洋牛头岛上最早的一批建设
者，仅用了 14 个月时间就在无水无电
的荒岛上建起一座 56万平方米的世纪
梦工厂。

8 万吨重的巨型沉管、180 米长的
标准管节、43 米的海底埋深、120 年的
使用寿命、2500多个日夜驻守孤岛，从
厂房建设到超级沉管的预制，他们承担
着十分艰巨的施工任务。栉风沐雨，连
年奋战，这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用奋斗
的汗水和青春，一米一米地丈量出这座
世纪杰作，一节一节完成大桥海底隧道
的延伸，承载起国人酝酿 30余年、寄予
百年梦想的超级工程。

挑战世界级难题

港珠澳大桥工程，被称为“当代世界
七大奇迹之一”。其中，岛隧工程是大桥
的控制性工程。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
岛隧项目部，主要负责沉管预制厂建设
及沉管预制生产。据了解，岛隧工程沉
管预制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工
艺最先进的工厂法沉管预制工程。

港珠澳大桥能否建成，关键看“岛
隧”，“岛隧”能否成功，看“沉管”，沉管
中的关键一环在预制。混凝土是沉管
质量的关键与核心。为此，项目团队经
过 1000 多次比对，成功研究出最佳混
凝土配比，创造了近100万方混凝土无
裂缝的奇迹，为确保沉管 120年的使用
寿命提供了关键技术保障。

建设中，沉管预制流水线上的每个
细节都要做到质量过硬，每个环节的精
度都会影响到下一道工序。假如钢筋笼
绑扎时预埋的螺母孔精度不够，那么舾
装件安装精度就会受影响。为此，在施
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执行“首件制”“三
检制”，牢固树立“每一节都是第一节”的

工作理念，不断完善沉管预制质量管理
体系，沉管预制的各类物资选材和施工
质量均按最高标准执行，从每道工序的
源头开始，层层把关施工质量，为整个沉
管预制流水线提供了全方位的质量
保证。

一直以来，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
岛隧工程项目部团队致力于技术创新
和工艺改进，每天持续改进，全面提高
沉管预制施工工效和质量，攻克沉管预
制过程中的多个技术难题，总结出了多
个工法、专利及 QC 成果。团队上报并
通过评审工法累计达 6 项。其中，《沉
管隧道大型管节顶推、滑移施工工法》
被评定为国家级工法。

目前，在团队共同努力下，项目部
顺利完成了全部 33 节沉管预制任务，
实现了安全“零事故、零污染、零伤害”、
质量“零缺陷”的目标，创造了深海沉管

“滴水不漏”“保证使用 120 年”的工程
奇迹，兑现了“为世界级跨海通道提供
优质产品”的承诺。

奉献汗水与青春

“ 还 要 再 清 理 ”“ 必 须 要 一 尘 不

染”。检查几遍之后，29 岁的设备部部
长刘远林对身边的工人们再次强调。8
万吨重的沉管靠 192 个顶推千斤顶、
384个无源支撑，平稳地、小偏差地向前
移动，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经过 5天的
持续奋战，沉管顺利顶推到位，多点支
撑同步顶推系统实现了大型混凝土构
件平稳移动的世界纪录。

“ 顶 推 摩 擦 系 数 相 比 上 次 下 降
2.6%，相当于减少了2000吨的顶推力，
轴线偏差最大仅 4mm！”掌声代替了大
家心中翻腾不已的心情，没有过多的语
言，但是大家都坚信，这样的团队、这样
的集体坚不可摧。

提起那一次台风夜抢险救急，时任
设备部部长的李海峰依然记忆犹新。
当超强台风“海鸥”夹杂着暴雨呼啸而
来，深坞内掀起1米多高的涌浪，E14管
节的系泊缆绳被硬生生地扯断，随时可
能撞向旁边的E15沉管，一旦相撞后果
不堪设想。李海峰立即安排人员准备
随时更换缆绳，但深坞内风大浪急，缆
绳交错，靠锚艇带缆已不可能。情况危
急，刻不容缓，李海峰扛着缆绳一头扎
进了海里，奋不顾身地向着E14沉管的
缆桩游去。随后，其他员工也纷纷跳入

海里，大家合力，及时完成了关键缆绳
的加固。狂风暴雨中，李海峰和青年员
工们共为深坞内系泊的 3 节沉管添加
了16条缆绳，保障了沉管的安全。

在世纪工程的建设道路上，在创先
争优的施工热潮中，青年员工们用拼搏
诠释着青春的含义，用心血和汗水浇筑
出连绵的海底沉管隧道，谱写出一曲感
人的奉献之歌。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共生产 33 节
沉管，分 17次灌水横移至深坞区寄存。
每一次深浅坞灌水，8台大功率水泵需要
连续施工70余个小时。在这期间，工程
部和测量班的青年员工们都要蹲守在现
场，日夜查看沉管内是否渗水，观测深坞
门钢扶壁和钢闸门的位移与变形情况，
定时汇报测量数据。累了，他们就坐在
旁边的石头上眯一会儿，饿了，吃点面包
充饥。就这样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直
到深浅坞蓄水顺利结束。这份责任，他
们坚守了整整7年。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诗人文天祥曾路过这片水域，写下
了不朽名句。如今，中交四航局港珠澳
大桥岛隧工程项目团队则是用青春和
热血，在伶仃洋上铸就起了一座丰碑。

安徽黟县红星乡红光村党支部书记金玉琴：

丹 心 映 党 旗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殷元元

谷雨前后，正是江南采摘茶叶的黄
金时节。

在安徽黄山市黟县红星乡红光村，
茶叶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每
天一大早，茶农们会头戴小竹笠、挎上
竹背篓上山采茶。满山遍野的嫩绿，映
衬着茶农的笑脸。“自从来了金书记，我
们再不用守着金山过穷日子了，在家门
口就能卖茶叶。卖茶不再难，而且价格
比以前高多了。”茶农们高兴地说。

茶农们说的金书记，叫金玉琴，现
任红光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代表。金玉琴来自贵州布依
族。一个别人眼里的“外乡人”，是如何
成为当地村民的“贴心人”“领头雁”
的？记者在采访中找到了答案。

大胆实践，探索党务工作新路

“传党情、听民意、促和谐”，九个鲜
红的大字醒目地悬挂在红光村“金玉琴
党代表工作室”的正前方。

金玉琴说，设立工作室的目的是为

了了解群众所想，传达党中央的政策，
“作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这是我
应尽的责任。”为方便听取并传达党员
群众意见建议和困难诉求，金玉琴于
2012年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后，在村里
设立了“金玉琴党代表工作室”，每月10
日定期接访党员群众。目前，工作室共
解决村民各类生产生活问题73件。

金玉琴制定了绩效管理办法和村
“两委”干部绩效考评办法，明确值班坐
班、重大事项、财务管理等制度，将村

“两委”的薪酬与其工作情况挂钩，班子
成员参加村级事务的积极性明显提
升。她特别注重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
开展“两委会走一线”活动，建立党员联
系群众平台，在美丽乡村建设、全域环
境整治中，带领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
在一线，进一步树立党员形象、发挥党
员的引领作用。

自 2011 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金玉琴将村里能干的村民都吸纳到
党组织队伍里。通过党员群众“推”、村
党支部“选”、乡镇党委“筛”、县委组织
部“审”和党员大会“定”等“五步推优”
法，一大批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
先进典型加入到党组织中来，党员结构

得以进一步优化。

事必躬亲，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金玉琴像一面旗帜，我们红光村
就需要这样一面旗帜。”走进红星乡红
光村，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延伸到每一个
农户家，整洁漂亮的徽派民居点缀在青
山绿水之间。说起村党支部书记金玉
琴，老百姓纷纷竖起大拇指。

对村里的事情，金玉琴事无巨细。
“累，肯定是累，但我是村党支部书记，
是要讲奉献的。”金玉琴说。在工作中，
她通过走访农户，与群众促膝交流，了
解到大部分村民有致富愿望，但没能力
没技术。她便主动与县农业、科技等部
门联系，在村支部成立村民培训中心，
定期邀请各级专业技术干部及专业人
才就林下经济、养殖技术、外出务工等
方面知识现场授课指导，并组织开展

“村民素质提升”“农民生产技能提高”
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极大提高了群
众致富能力。目前，红光村已成为县少
数民族培训基地之一。

通过创新推行乡村工作网格化管
理，金玉琴将全村划分为 17 个基础网
格，通过网格深入了解群众需要什么、
我需要做什么等问题。几年来，通过网
格收集意见建议 189 条，解决难题 152
个。同时，针对红光村因病、因残致贫
较多的实际，在全面落实危房改造、公
益林补助、医疗养老保险等各项惠农政
策的基础上，她积极争取资金，试点向
贫困户发放黑鸡黑猪、香榧苗等方式实
施精准扶贫，取得了良好成效，并作为
特色做法被县扶贫办在全县推广。

针对山区娱乐休闲单调，群众极易
陷入赌博、迷信等活动的现状，金玉琴
通过多方争取，投资约 7万元修建村文
体中心，邀请县广场舞老师指导群众练
跳广场舞，基本改变了晚上打麻将赌博
的陋习，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睦；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庄亮化美化问
题，她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实施村
庄整治工程，投资10万元建成6处农村

便民水埠头，完成村主要干线亮化工程
以及 85 户危房改造项目，组织群众投
工投劳开展河道清淤、垃圾清理等活
动，同时推进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项
目，建立户分类村收集乡处理的垃圾处
理机制，实现了村庄环境美丽“蝶变”。

固本培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政治力量的强大离不开经济基础
的支撑。意识到这一点后，金玉琴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村
两委及普通党员，积极为乡村发展出点
子、想办法、谋思路，同时不断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夯实农村党建基础。

依托县里招商优惠政策，金玉琴积
极开展招商引资，引进电子塑料件项目
落户县工业园，成为全县第一个村级招
商入园的工业项目，不仅解决了村内15
名留守妇女的就业，还为村集体提供了
稳定的税收分红收入。她还将部分村
集体林场以联营方式，与企业合作发展
高山蔬菜、山羊、黑鸡等种植养殖业，村
集体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
群众发展种植养殖业增加收入。目前，
已经发展香榧 200 亩、油茶 150 亩、黄
精100亩、黑鸡5000羽等。

根据红光村山多地少的实际情况，
金玉琴鼓励和引导村民发展笋竹两用
林、笋干加工。全村 230户村民有三分
之一从事笋干加工，收入已占到每户收
入的30%，成为“笋干加工专业村”。她
参与创办的金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多
方争取资金购买黄山黑鸡6000羽分配
给村民饲养，然后由公司统一收购，增
加了村民收入。金玉琴还带领村两委
班子结合农村综合改革，整合扶贫、选
派以及其他补助资金，在发展泉水养鱼
的同时，村集体投入资金 30万元，流转
土地100亩种植覆盆子（中药材），带动
周边 26 户群众共同种植覆盆子，户均
增收达6000余元。5年来，村级集体经
济从2万元增加到20万元，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万元，翻了一番多。

尚东的称谓很多。作为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
长，同事们称呼他为尚院长，院
务工作是他的职责；作为大连
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的
院长、博士生导师，学生们称他
尚老师，言传身教是他的使命；
更多时候，他被患者以尚医生
相称，作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中西医结合急腹症外科负
责人，他更肩负着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的重任。也正因如此，
即使事务性工作再忙，他每周
也要做大大小小近10台手术，
每周四上午的门诊时间更是雷
打不动。

面对荣誉，这位曾荣获
“辽宁省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
手”“全国中西医结合优秀青
年贡献奖”等荣誉称号的医生
却淡然地说：“我只是做了自
己应该做的事，我只是想当一
名好医生！”

中西医结合显神威

尚东本科在大连医科大学
就读的是临床医学专业，但在
硕士、博士期间，他跟随导师
——中西医结合胆胰专家关凤
林教授，走上了中西医结合治
疗胆胰疾病的道路，成为大连
医科大学培养的第一位中西医
结合临床外科学博士。在尚东
看来，中西医结合就是以疾病
为中心，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
理念，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很多疾病，用中医、西医两种方
法结合治疗效果更好。”

凭借对医疗事业执着的追求，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
尚东在为患者医治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他曾到
美国师从世界著名的胆胰外科专家 Charles Yeo 教授，学
习最新的医学理念和外科技术，并不断探索创新，将中医经
典理论灵活运用于临床实践。他在中西医结合微创治疗胆
胰疾病等方面潜心研究，将微创技术与中医药有机结合，独
辟蹊径，开创了中西医结合微创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新
理念、新方法、新技术，使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的病死率由
原来的 30.3%降为 4.96%，在国际上领先。他救治的出血
坏死性胰腺炎患者达 600多例，其中还包括日本、韩国、加
拿大等外籍患者。

医德高尚造福患者

“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医者德
为先’的情操”，这是尚东一贯坚持的原则。他看病时总是
为患者着想，从检查到治疗，处处都为病人精打细算。他经
常说：“要带着感情进病房，想着农民开处方。要多为患者
着想，给患者最合理的治疗。”在出专家门诊时，如果是远道
来的患者，他还会同相关科室沟通联系，尽量当天能做完检
查，明确诊断，给予及时治疗，为患者节省食宿费用。

来自庄河的 60 岁患者张某患肝内外胆管结石、肝硬
化、脾亢、肝脏逆时针转位多年，病情极为复杂，求治多家医
院因病情太复杂、手术难度大而遭拒绝。后来张某慕名找
到尚东教授，尚东经过周密、细心的术前研究、准备，为其实
施了手术。手术极为复杂、艰难，历时9个小时，术后尚东看
护病人至夜里11点，待病情稳定后，才回家吃饭。术后一周
内，他披星戴月、早来晚走，经过细心护理，病人转危为安。

在临床工作中，尚东总是习惯站在患者的角度想问题，
做任何事情都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他常说：“对于我们医
务人员，面对患者也就是面对弱者，要换位思考，将患者对
我们的信任转化为一种动力，要以关怀式语言接触病人，人
性化服务渗透医疗，尤其面对大多数不大富裕的患者，我们
更要一视同仁，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

健康楷模痴奉献

10 余年来，身为共产党员的尚东始终把大爱无疆、救
死扶伤作为自己永恒的追求。他每天在医院的时间至少
12个小时，无论什么时间，一旦医院有紧急手术，一旦有病
人出现危急情况，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早来晚走
对于他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每年除夕夜，尚东都主动上班。有一年除夕，他为了抢
救从普兰店转来的急腹症患者，在手术室里紧张工作了一
整夜。当晚，大部分人在家团圆吃年夜饭迎接新年的钟声，
外面过年的鞭炮声震耳欲聋，他却率领手术小组聚精会神
地奋斗在无影灯下。经过 12小时奋战，手术成功，病人得
救，此刻天边已泛起了鱼肚白。他疲惫、困倦的脸上也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尚东说：“治病救人
是医生的天职，患者顺利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术后，
由于患者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加强营养，尚东还带头号召
全科给予捐款。经过一个多月精心治疗，患者病愈出院。
出院时，患者全家献上“德艺双馨、华佗再世”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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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东（坐者）和同事们研究患者病情。 资料图片

金玉琴（右）在茶园指导茶农采茶。 汪 翔摄

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部全体员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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