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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书记、总经理张永敏——

用 工 匠 精 神 筑 梦 蓝 海
本报记者 刘 成

保持敢闯能拼的劲头

杨开新

穿越铁路隧道的“清道夫”
本报记者 齐 慧

张永敏（中）为新员工讲解重力式码头施工工艺。 张敬文摄（中经视觉）

陕 西 省 企 业 家 协 会 前 不 久 发 布

2022 年陕西 100 强企业和 2022 年陕西民

营 50 强企业榜单。从榜单可以看出，民

营企业入围百强数量增加，民营经济活

力显著提升。

市场活力来自于一个个微观主体，

离不开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靠的是民营企业家们敢闯敢拼、

攻 坚 克 难 。 关 于 我 国 民 营 经 济 ，有

“56789”的说法，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

经济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

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营企业家带领企业谋发展，依靠

的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创新创业创造，是

靠一个“闯”字。何为闯？是打破陈规、

敢于创新，是直面困难、挑起担子，是披

荆斩棘、一往无前。民营企业家闯的劲

头，为提升经济韧性、增进发展活力贡献

了力量。即便面对诸多风险挑战，2021

年全国新设民营企业仍取得增长 11.7％

的成绩，这充分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活

力、韧性与信心。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服务市

场主体发展，各项纾困惠企政策切实落

地，加强公平公正监管，一系列改革举措

助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让企业家群体

获得感持续提高，更加敢于担当作为，进

而带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前段时间，

有的地方积极帮助民营企业家“包机出

海抢订单”广获称赞且产生积极示范效

应就是个例证。

企业家是企业的“关键少数”。要助

力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激发民营

企业家敢闯能拼的劲头是关键。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

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久前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从制度

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

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这都为广大民营企业

家各尽其能、各展所长增添了信心，增强了他们闯的信心和底气。

新时代是民营企业家建功立业的大好时代，企业家要与国家

重大战略同频共振，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勇抓时代机遇，坚定发

展信念，让敢闯能拼的劲头保持下去，在不断发展中实现创新突

破。企业家要带领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着力攻克关

键核心技术，要带领企业坚守实业主业，深入推进创新发展、转型

升级，加快实现数字变革、绿色低碳发展，努力振兴实体经济，打造

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品和品牌。

在新征程上敢闯敢干、不懈奋斗，企业家更要有一股以恒心办

恒业的“精气神”，心无旁骛、长远打算，不畏困难、保持定力，越是

面对挑战，越要危中寻机，拿出攻坚克难的锐气，立志带领企业发

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

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 月 13 日 22 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腹地，一列万吨重载列车呼啸着驶入敖

包梁隧道，将满车煤炭送往外地，支持各

地冬季采暖。

此时，距离敖包梁隧道 30 多公里外

的包头工务段东胜东路桥工区院内灯火

通 明 ，11 名 职 工 正 进 行 作 业 前 的 准 备

工作。

鄂 尔 多 斯 是 全 国 煤 炭 主 要 产 区 之

一，承担着重要的煤炭外运保供任务，呼

鄂铁路是该地煤炭出区达海的重要运输

通道，平均每天有 30 余趟“煤炭班列”经

呼鄂铁路奔向全国各地。

东 胜 东 路 桥 工 区 管 辖 呼 鄂 铁 路 的

4 座隧道、27 座桥梁以及 56 座涵洞。全

长 14.1 公里的敖包梁隧道是呼鄂铁路最

长的一座隧道，也是内蒙古中西部铁路

枢纽最长的一座隧道。作为主要能源运

输通道，春运以来，这里变得更加忙碌

起来。

“今天的作业任务是清理敖包梁隧

道 上 下 行 173 公 里 100 米 至 200 米 处 积

灰。大家再检查一遍工具，准备出发！”

今年只有 29 岁的工长段鸿年，已经是有

着 10 年铁路工作经验的“老人”，他从部

队转业后就一直在铁路工作，两年前来

到 东 胜 东 路 桥 工 区 担 任 工 长 。 话 音 一

落，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戴好防寒棉帽，

脚穿高帮防寒鞋，脸上也“武装”了两层

加厚防尘口罩，拿起铁锹、编织袋等工具

迅速登上工程车。

清灰看似简单，意义却不小。高速

行驶的列车经过隧道时，形成的气压风

席卷列车表层煤灰，散落到隧道内。隧

道出入口附近的灰尘最为严重，几天下

来就会超过 20 厘米厚。如不及时清理，

灰尘堵塞排水槽，就有可能造成隧道排

水系统结冰或者形成流凌等安全隐患。

为了保证列车安全、高效运行，东胜东路

桥工区需要定期利用天窗作业时间对敖

包梁隧道里的灰尘进行清理。

“上行无车、下行无车，可以上道作

业。”23 时 11 分，段鸿年下达作业命令，大

家紧了紧防尘口罩和头灯，两人一组，每

组之间拉开间距，迎着刺骨的午夜寒风

进入隧道。

“袋口放低，口撑圆；铁锹一挥，请闭

眼。”这是段鸿年清灰两年来总结的经

验。他一边指导职工撑袋的方法，一边

纠 正 大 家 挥 锹 装 袋 的 角 度 。 灰 尘 质 量

轻，在装袋过程中极易随风四处飘落，稍

有不慎就会扑面而来，即使戴着眼罩、双

层防尘口罩，灰尘也会钻进眼睛、鼻腔，

职工经常泪流满面、喷嚏不断。作业 5 米

范围内也都是烟雾朦胧的场景。

张强是工区年龄最小的职工，也是

这支队伍的新兵。“制服笔挺、精神抖擞

帅小伙”曾是他工作之初的憧憬，可经

过近一年的历练，他早就习惯了“冬天

一身泥，夏天一脸煤，白天不见光，晚上

吵得慌”的工作常态。在段鸿年的指导

下，张强将铁锹轻轻抬起、慢慢倾斜，小

心 翼 翼 地 把 满 满 一 锹 煤 灰 倒 进 编 织

袋里。

煤灰清理不仅需要技巧，也是对耐

心的考验。隧道里排水槽并不是一路平

坦，拐角处更易藏灰也更难清理。排水

槽表面直径小，铁锹不能完全放进去。

为了彻底清理，班长钱磊先是用铁锹侧

着铲掉外层煤灰，实在够不到的地方，他

就蜷缩着一条腿，半蹲半跪在冰冷的地

面上，用小铲子一点点抠出来装进袋子

里。装满 1 个编织袋，“掏、铲、倒”这样的

动作需要重复 300 多次。

时 间 不 知 不 觉 就 到 了 14 日 凌 晨 。

大家争分夺秒地清理着积灰，一笤帚一

笤帚扫，一铁锹一铁锹铲，一袋子一袋

子 装 好 ，所 过 之 处 全 部 被 清 理 得 干 干

净净。

100 多米的距离，他们平均每人弯腰

800 余次，清理出满满 160 个袋子。凌晨

1 时 20 分，“集合，准备运煤灰”。段鸿年

带头扛起一袋煤灰，借着微弱的灯光向

出口走去。工友们也纷纷手提肩扛，追

上工长的步伐。

由于作业通道狭窄，清理出来的煤

灰只能靠人工运输。为了不影响行车，

每次他们都会预留 50 分钟左右，将装袋

煤 灰 搬 运 至 隧 道 外 线 路 两 侧 的 围 栏 外

面。30 多斤的重量，来回背送近 20 趟。

一次作业下来，大家都是腰酸背痛，身体

僵硬，甚至还出现过抽筋的情况。“每年

春运结束后，每个人都瘦 10 来斤，有一年

钱磊甚至暴瘦了 25 斤。”一说起工友们的

付出，段鸿年满是心疼。

凌晨 2 时 20 分，敖包梁隧道迎来当

日第一列火车。在列车灯光的照射下，

在围栏外整理工具的段鸿年和钱磊都被

对方的“花猫脸”逗笑了，摘下的口罩早

已看不清原来的颜色。

“ 春 运 期 间 ，除 了 隔 天 清 理 一 次 煤

灰，清理重点区段排水井积砂淤泥，我们

还要定期调整步行板间距、更换隧道灯

和排水井保温板。”段鸿年说，“春节期

间，电煤保供压力大，我们的工作不能有

丝毫懈怠。”

崂山实验室、即墨女岛港码头、青岛

远洋船员学院、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

综合管廊、董家口化工管廊架⋯⋯这些

青岛市民耳熟能详的工程，都指向一个

共同的名字——张永敏。

从“全国水运建设行业优秀项目经

理”到“全国优秀项目经理”，从“青岛市

工人先锋”“青岛市工匠”到“青岛市大工

匠”⋯⋯这一系列荣誉的背后，是一位建

筑人 20 多年的坚守，以及对高品质工程

的执着追求。

坚守品质

“坚守”这个朴素的词语，是对张永

敏工匠精神最好的诠释。自 1999 年入职

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

筑港集团”）以来，从技术员到工程科长、

从总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区域公司负责

人，一步步成长为港航施工领域的专家，

他的履历不断刷新、事业不断攀升，但坚

守高品质工程的初心始终不变。

“我毕业后进入中建筑港集团工作，

参与了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借助公司的

平台能在施工领域深耕，同时能为家乡

的城市建设出一份力，我很感恩，也很荣

幸。”怀揣着这份初心，张永敏扎根工程

建设领域 20 多年，建造了一个又一个精

品工程。

2017 年，张永敏受命担任中建筑港

集团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

总指挥。这是青岛成为国家综合管廊建

设试点城市以来的重点项目。

怎样把这项工程打造成百年工程？

这是张永敏一直思考的问题。虽然此前

他已参与过多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在临近海域处建造一条地下大动脉，

如同在“豆腐”里建“地下长城”，难度非

同寻常。

面对挑战，张永敏没有退缩，他带领

团队经过 700 多个日夜，攻克一个又一个

技 术 难 关 ，最 终 实 现 了 工 程 的 顺 利 交

付。目前，已投入运营的青岛贡北路、海

口 路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每 天 向 市 民 提 供 着

水、电、燃气、网络，让这座海滨城市充满

了烟火气和生机。

勇于攀登

在张永敏身上，工匠精神体现为善

于钻研、乐于探索的优秀作风。在技术

创新的道路上，他一路攻坚克难，“摸着

石头过河”，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在建设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

合管廊时，青岛综合管廊建设尚处于起

步、摸索阶段，工程建设导则和标准还不

完善，张永敏带领团队积极尝试，采用了

建筑业新技术。比如，在多种管廊主体

结构模板工艺上，他们采用了包括滑移

式钢模板体系和分段移动式整体钢模板

体系在内的新型模板形式，既提高了工

程模板周转效率、减少了混凝土分层浇

筑次数，又节省了施工工期、降低了施工

成本。

管廊设计在防水、抗浮、防腐蚀方面

的要求极为严苛。主体结构要无沉降、

无裂缝、无渗漏；混凝土结构要做到内实

外光、平整顺直、棱角清晰；设备安装要

做到布局合理、运行稳定、联动顺畅；各

类管线敷设要做到固定牢靠、标识清晰、

整齐美观。经过张永敏团队的努力，管

廊整体质量优良。

技术创新的过程单调而又重复，没

有激情喝彩，只有一次次的计算、验算、

试验、研讨、优化⋯⋯20 多年来，张永敏

累计编制施工方案千余项，个人研发成

果获得国家专利、省部级以上工法和质

量控制成果达到 29 项。

为保证项目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质

量过硬，张永敏根据多年经验和工作积

累制定出一套规范，并协助相关部门编

制了 4 项青岛市工程建设导则和标准，助

推行业发展。

“我认为做技术工作要有一丝不苟

的专注态度，更要有勇攀高峰的极致追

求。”张永敏说。这是他的工作写照，更

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

传承精神

团队精神是工程建设制胜的法宝。

20 多年的职业坚守，张永敏的管理能力

和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升级，打造了一支

支“ 硬 核 ”团 队 ，攻 克 了 一 项 项 施 工 难

题，创造了董家口港区液体石油化工管

廊 8 个月完成 9.5 公里管架施工、工作船

码头项目 6 个月完成 900 米岸线系列配

套工程、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一

年建成、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山路综合整

治提升项目 30 天实现通车等一个又一个

“筑港速度”。

他带领技术管理团队累计注册科研

课题 10 项，形成国家专利 56 项、省部级

工法 14 项，以及省部级以上质量控制成

果 4 项。凭借出色的业绩和管理能力，张

永敏获得“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

“全国水运建设行业优秀项目经理”等

荣誉。

导师带徒，薪火相传。在他的培养

下，一大批昔日的徒弟已经成长为中建

筑港集团的中流砥柱，其中有项目经理、

生产经理、总工程师、商务经理，也有“齐

鲁工匠”“青岛市工人先锋”“青岛市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的获得者。

张永敏的徒弟汪汇现已成为中建筑

港集团一公司副总工程师，主要负责技

术路线的确定和关键创新点的实施。他

说：“师父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勤恳与踏实、严谨与

自信、执着与善良。我要把师父的精神

传承下去。”

参 与 过 多 个 国 家 级 重 点 项 目 的 经

历，让张永敏深刻体会到工匠精神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性。每次去项目工地带班

检查，他都会与年轻的技术员、工友兄弟

们交流技术要领和心得。

“行百里者半九十。作为一名党员，

决不能止步不前，要更好地坚守并传承

工匠精神。”张永敏说。

本版编辑 王 琳 张苇杭 美 编 王墨晗

张永敏介绍地下综合管廊智慧运维系统。

张敬文摄（中经视觉）

东胜东路桥工区工作人员正在将轨道

排水槽内的粉煤灰清理装袋。

杨浩博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