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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香，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期从事

企业管理、工程施工与管理、高

端地下工程成套装备研发等工

作，致力高端地下工程装备自

主研制及产业化。在他的推动

下，以盾构机为代表的大国重

器完成从追赶到领跑、市场从

替代进口到实现出口的历史性

跨越。

“ 虾 司 令 ”杜 学 康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一块白板架，一支马克笔，信手画出一个隧道
轮廓，几名技术骨干围在身边激烈讨论着设备解
决方案——一个个技术创新“金点子”，就这样在
刘飞香办公室萌发。“讨论方案时，我就是一名普
通工程师。”刘飞香常说这句话。

刘飞香，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长期在工程建设领域耕耘的他深刻意识到：大
型工程建设离不开大国重器，进口设备不仅价格
昂贵，服务也得不到保障。

2007年，他牵头创建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瞄
准高端地下工程装备自主化、国产化、产业化目
标，开发了一系列全球领先的定制化超级地下工
程装备，并提出隧道智能装备理论体系。在10余
年创新创业过程中，他打破技术封锁，打造出以盾
构机为代表的国之重器，带领团队实现国产高端
地下工程装备从跟跑到领跑的大逆转。

敢为人先，隧道掘进机快速发展

隧道掘进机，号称“地下航母”，体形巨
大，常有一两百米长，四五层楼高；且力大无
比，每天能“嚼碎”2000多立方米岩土，可填
满1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被誉为工程机械“皇
冠上的明珠”。

“十几年前，我国全部依赖进口，一台上亿元，
配套服务跟不上，工程建设常受掣肘。”刘飞香至
今记忆犹新，自己搞工程出身，长年用国外产品没
少受气，处处受制于人。国产高端地下工程装备
的自主化、国产化刻不容缓。

那时，国内基本没有盾构技术基础，他们尝试
与外企合作。但外方条件苛刻、谈判艰难，刘飞香
拍案而起：“谈不下去就不谈了，自己干！”

“创业之初，办公室是几间临时搭建的‘铁皮
屋’，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冻得像冰窖。”刘飞香
回忆道，他们边研发边建设，完全依靠自己。

“开路先锋19号”是铁建重工研制的第一台
盾构机，应用于湖南长沙地铁2号线。刚接到项
目时，研发人员经验不足，深感压力山大。

“家门口的‘首秀’必须过关！”刘飞香和团
队成员每天守在工地，进去一身汗、出来一身
泥；几千张图纸反复修改完善，研究各种地质条
件下的盾构机适应技术；机械、电气、液压……
每个系统和部件，都结合实际个性化、定制化设
计——刘飞香和团队成员昼夜攻关，终于成功研
制出首台应用于土层的隧道掘进机——盾构机。

2010年10月，“开路先锋19号”始发掘进，
平均每天掘进12米，提前13天贯通长沙首条地
铁隧道。刘飞香自豪地说：“国产首台盾构机的成
功研制和应用，让原本均价在1.5亿元左右的‘洋
盾构’在中国市场被迫降价30%。”

“首秀”成功，等待他的是更大挑战。2012
年，铁建重工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部“863”课题
——岩石隧道掘进机（TBM）研制攻坚任务。
TBM主要用于开挖硬岩地质，一直是中国隧道掘
进装备自主化、国产化的薄弱领域。

“设备要挑战长距离、大埋深、大涌水、易
岩爆等世界级地质难题，稍有闪失就可能前功尽
弃。”刘飞香作为第一责任人，从设计图纸着
手，反复审核机械图纸3000多张。那几年，他
没少跑工地，每项设计均需结合工程实际个性
化、定制化研究。

2015年，国产首台TBM“首秀”就迎来一场
恶战，要在吉林省引松供水工程中，与当时世界排
名第一的掘进机一较高下。2017年8月，依靠过
硬技术与贴心服务，铁建重工的TBM提前半年
贯通隧道，且价格便宜了5000多万元，而同场竞
技的外国品牌足足迟到1年——从此，中国隧道
掘进机整体技术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再到部分领
跑的飞跃。

在刘飞香带领下，铁建重工研制了50多项填
补国内甚至全球空白的产品，国产隧道掘进机在
国内市场占有率，从完全被国外企业垄断，跃升至
目前的90%以上，并在全球市场占据三分之二以
上份额。

今年3月，我国出口印度最大直径盾构机在
铁建重工发运，这是中国盾构机走向海外的一个
缩影。现在，铁建重工生产的盾构机相继出口到
俄罗斯、土耳其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全球基
础设施建设贡献“中国动力”“中国方案”。

智造蝶变，打造隧道智能装备机群

在湖北神农架林区，郑万高铁襄阳至重庆段
施工现场正热火朝天，钻爆法隧道施工装备轮番
上阵，穿山越岭——一项项新纪录在此诞生，开启
一场隧道建造新的技术变革。

“我国90%以上隧道施工仍采用传统人工钻
爆方式，机械化程度低、人员需求多、劳动强度高，
质量也难以保障。”在刘飞香看来，越来越多的超
级地下工程建设在即，传统人工作业方式很难适
应，建设超级工程存在超高风险。如何通过装备
推动传统隧道施工方式变革，一直是他思考和努
力的方向。

市场走向，就是产品升级方向。为此，刘飞香
带领团队致力于隧道工程新工法研究，把产品创
新与工法创新深度融合，依托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隧道智能建造科研课题，提出以新一代前沿技术
与隧道智能装备核心共性技术系统为基础，构建
隧道智能装备体系。

刘飞香说：“隧道智能装备体系，实际上就是
要打造一个隧道施工装备智能机群系统，让每台
装备具有机器人特征，最终实现隧道内数字化施
工、黑灯作业、少人作业或无人作业。”

目前，铁建重工已研制出包含超前地质预报、
超前支护、隧道开挖、拱架作业、锚杆施工、喷射混

凝土、仰拱施工、衬砌施工等，囊括整个隧道作业
线机械化配套施工工序的高端智能化施工装备与
系统解决方案。无论是郑万高铁、京张高铁等铁
路隧道，还是贵州高速公路、拉林公路等公路隧
道，铁建重工研制的钻爆法成套装备已广泛应用
在国内重大工程中。

去年，针对高原高寒铁路等超级工程建设需
求，铁建重工推出一批新研制的超级地下工程装
备。“与常规产品相比，超级地下工程装备最大特
征是智能化，且兼具定制化、绿色化、国产化特征，
具备攻克高难精尖超级地下工程的能力。”刘飞
香说。

智造催生蝶变，这批新装备能适应超恶劣的
自然环境，应对超风险的地质条件，采用超常规的
设计施工方法，满足超大超长超深地下空间结构
施工要求。

创新永不止步，刘飞香带领团队正全力攻关
高原高寒铁路超级岩石隧道掘进机、钻爆法超级
智能装备机群等新一批超级地下工程装备，为超
级工程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超级地下工程装备
已成为继超级杂交水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轨道
交通后，湖南“超级家族”的又一张新名片。

管理赋能，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

在铁建重工长沙园区，工业原材料、机械零部
件每天不断进厂，出厂的则是“巨无霸”盾构机与

“变形金刚”凿岩台车。随后，通过公路、海运及中
欧班列运往国内重点工程及海外项目工地。

“大批设备顺利出厂，不仅可为大型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保障，还能带动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
刘飞香说。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曾让企业研发生产经
营处于被动局面。“共克时艰、化危为机，更要刀刃
向内，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在抗疫过程中，刘飞香
推动企业进一步抓实党建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
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

不久前，铁建重工进一步压减与整合机构，重
点优化了基于快速响应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完
善“总部掌控、营销主战、院所主研、总厂主建、院
厂参战”的履职新格局，做到对市场快速反应，满
足企业新兴产品产业发展需要。

依托新的组织架构，铁建重工全面优化制度、
机制、流程，进一步完善流程型组织，将企业发展
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为企业发展融出新机制、新
动能。

管理赋能，发展韧劲更足。6月28日上午，
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一产业园，一台直径15米级的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各项性
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这是目前他们研制的
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这台盾构机开挖直径 15.01 米，总重量约
4300吨，取名“钱塘吉祥号”，将用于杭州艮山东
路过江隧道建设。生产这样一台设备，所需物资
规格品种多达2000余个。下半年，铁建重工还将
出厂3台15米级及以上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
用于杭州下沙路项目、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项目
等工程。

他表示：“将在企业管控上进一步‘舒筋活
血’，打通‘内外循环’，推动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
研制迈上新台阶。”

“在疫情防控呈现常态化大背景下，如何保证
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这是装备制造企业
必须思考的问题。”刘飞香坦言，作为主机企业，要
积极主动作为，发挥产业龙头带动作用，加强产业
链、供应链协同，与上下游企业紧密联动，优先保
障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以来，铁建重工生产的盾构机相继
顺利发往土耳其、秘鲁等国家；钻爆法隧道施工装
备批量出口中东地区，交出了一份提神振气的成
绩单。

在铁建重工生产车间，天车鸣叫，机器运转，
绘图声此起彼伏，复工复产再现繁荣景象。接下
来如何干？刘飞香早有盘算，全力推进“资本、产
业、科技”深度融合，打造领跑“无人区”的产业板
块，构筑制造和技术体系“护城河”，再辟企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捕捞小龙虾，一般选择在清晨5点到5点
半之间。这一片水域捕捞完需要2个多小时，
小龙虾总量在2000斤左右吧。”盛夏雨后的清
晨，微微清风吹过，带来了阵阵清凉。在山东
省鱼台县渔湖湾龙虾养殖基地，种养大户杜学
康将一笼笼“虾兵们”倒入船舱。

自诩“虾司令”的杜学康，是一名“90后”
创业者，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水产养殖专业。
他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优厚的工作机会，毅
然去广东学习龙虾养殖管理技术。2018年，
他学有所成回到家乡，开始筹划建设小龙虾养
殖基地。

经过近一年筹备，2019年，他抓住鱼台县
大力推广稻藕虾养殖技术的东风，积极流转土
地建设龙虾养殖基地，当起了“虾兵虾将”的

“虾司令”，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
“这个‘虾司令’不是这么好当的。创业

伊始，基地上水、启动资金、土地流转等都
是从未遇到过的难题。经过与镇村多方协
调，我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啃硬骨头，熬过
了那段最艰难时期。”说起基地建设初期的艰

辛，杜学康有些唏嘘不已。如今，这个“虾
司令”不仅管理着300多亩渔湖湾龙虾养殖
基地，还担任了鱼台县多个龙虾养殖基地的
技术顾问。

每天，杜学康盯在基地十七八个小时，观
察巡塘，查看小龙虾是否缺氧，每天晚上还要
做记录，乐此不疲。“这个‘虾司令’太尽职尽责
了。”渔湖湾龙虾养殖基地管理人员樊佑亭对
这个年轻人赞不绝口。

“鱼台的水质洁净，养出来的小龙虾肉质
与口感都比较好。”杜学康一边介绍，一边抓起
一只颜色红亮、体态饱满的小龙虾：“你看这只
龙虾颜色很红，身上非常干净，腹部是白色的，
虾线清晰，没有杂质。”

除了鱼台独特的水域优势以外，杜学康还
有一套养殖经。他告别传统养殖模式，利用水
产养殖在线监控系统等物联网技术，实现生态
龙虾养殖科学化、智慧化。他还把基地分为稻
虾共作、藕虾共作与精养池3种，“稻田与莲塘
可以为小龙虾提供栖息、摄食和生长环境，小
龙虾能吃掉威胁水稻和莲藕生长的害虫，其粪

便和蜕下的壳又可作有机肥。这好比小龙虾
住进水质绝佳的‘高档小区’，还享受了优质的

‘物业’服务”。
精养池里，池水清澈见底，蒲苇随风飘荡，

给龙虾养殖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大大提高
了小龙虾产量与品质。杜学康打造的“稻藕虾
生态种养小区”标准化基地，取得了“一水两
用、一地双收”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这里养殖的小龙虾深受消费者喜爱。“尽
管我们的生态龙虾比其他地方要贵，但仍然供
不应求。”每天一大早，鱼台吉祥水产店经理仇
广东就蹲守在岸边，等待着“登陆”的小龙虾。

“我们这块养殖基地有300多亩，按亩产
300斤到400斤、一斤虾15元计算，一亩产值
大概5000元，300亩的话，就能达到 150万
元，这还是单纯龙虾的收益。而我们采用的
是‘虾稻共生，藕虾共作’养殖模式，再加上莲
藕与稻米，一年整体的收益应该在200万元左
右。对于大学毕业生，农村也有很多发展机
遇，小龙虾完全可以成就大产业。”杜学康信心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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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司令”杜学康清晨收获小龙虾。
张惠亚摄（中经视觉） 陈雳在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 （资料图片）

作为一名中国金融领域
的知名专家，川财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
常年笔耕不辍、思想活跃，
在各大主流新闻财经媒体与
产业金融学术研讨会上，经
常能听到他精练独到的观点
解析。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专访时，他坦言：能在17
年金融分析师生涯中，专一
地坚持做好研究是幸运和荣
耀。这不仅需要自己不忘初
心，每天勤奋踏实地做好案
头工作，还要在理念上保持
客观、专业、前瞻，在工作
上保持进取、务实和高效。

2003年到2009年，陈
雳从当时国内最大大宗商品
咨询平台中华商务网的分析
师助理做起，用短短两年时
间，升任首席分析师、咨询
部门总经理，成长为国内大
宗商品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
之一；2009年，加入联合
证券开启新挑战，尝试将实
业、商品研究与金融研究相
结合，将研究工作搭建得更
完善、更系统；2017 年 6
月，入职川财证券任研究所
所长、董事总经理，同时兼
任北京大学校外导师、四川
大学金融专业硕导，以及四
川省证券期货业协会研究专
委会副主任；2019年，入
选四川首批“万人计划”
专家。

2019年，他获得中国
证券金紫荆奖，带领川财证
券研究所获得“中国进步最
快研究机构奖”并获“卓越
研究所所长奖”。

但在陈雳看来，作为金融从业者更重要的是，一
方面要坚持做好研究，这是专业能力的体现；另一方
面，金融研究要有担当精神，多一点家国情怀，这样
才对得起首席经济学家的称号。

如何坚持做好研究？他认为，首先要客观、专
业、前瞻、进取、务实和高效；要有敢拼敢闯的勤奋
劲儿，以及对目标的执着努力。“客观，即以第三方
的视角来看金融市场，保持中立；专业，即研究报告
要有深度和价值；前瞻，即格局上要有家国情怀，能
够站在国家金融与实业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并给
出科学合理的分析预判或风险警示，而不是纸上谈兵
做浮夸无用之功。而所谓进取，就是要有进取心、有
耐心；务实，意味着做分析师这个行业，多来些实
的，让人感觉靠谱；高效，是对行业而言，分析师行
业的节奏非常快，针对市场热点，要能随时举一反三
地给出观点见解，在有效时间里以最快速度、最好质
量拿出第一手分析。”陈雳补充道。

其次，除了专业能力提升外，陈雳建议，可以坚
持学习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高山景行、立德立品。
他的业余爱好是大量的阅读与思考，力争通过一些先
进人物的典型故事，从中汲取正能量。“比如《士兵
突击》，我看了好多遍，它真正把一个个鲜活人物的
韧性讲出来了。里面的士兵许三多冲锋在前、敢于奉
献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对于金融分析师，有时
我会对员工说，不要天天空想我要做什么，要达到何
种地位，而是首先要把自身现有的基础打牢一点，对
目标可以单纯执着一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陈雳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金融分析师，其实有很
多业界榜样可以学习，而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
必不可少。

“高质高效是我对团队和自我要求的工作标准。
这些年，川财证券研究团队异军突起，给行业新增了
不少年轻优秀人才，这与我要求他们日常高效务实地
思考解决问题，踏踏实实地搞好研究是分不开的。”
陈雳说：“日常工作中，身边其实有很多榜样。拿川
财证券新任总裁金树成来说，他能够在川财革新进取
的关键之年，下沉到企业一线，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冲
锋在前的最好表现。如此攻坚克难方能成功，共产党
员的优良品质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保持发扬。”

对于陈雳来说，感悟最深的还是家国情怀。“侠
之大者，必是为国为民，做金融研究工作，更需要站
在国家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大计上想问题、找方法，
做些于国于民、于企于业有益的研究工作。”他表
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着极大发展挑战，应从宏观经
济角度多些产业调研观察，才能见微知著。此外，通
过研究的力量引导市场回归价值本源，才能更好地体
现中国的金融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