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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村振兴工匠力量

李丹丹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严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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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设计者不仅是筑桥人，更是能让桥

“说话”的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桥梁院总工程师严爱国就

是一位这样的人。他不仅是筑桥人，更是艺

术家。钢筋水泥经过他的设计，皆成为城市

的符号、大地的语言，每一座桥都在诉说着自

己独特的故事。

在中国 4.8 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中，高铁

桥梁总长度超过 2.2 万公里，其中 8000 余公

里的桥梁是由铁四院桥梁团队设计完成的。

严爱国便是这支团队的“领头雁”。

铁路桥梁显身手

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严爱国便来到

铁四院工作。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从最

基本的桥梁勘测和常规设计做起。初来乍

到，他每天都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桥梁知识，笔

记 本 里 总 结 着 各 个 项 目 所 遇 到 的 问 题 和

经验。

凭着在学校里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刻苦

钻研的精神，严爱国很快就接触到一些特殊

桥梁结构项目。在前辈的指引下，他用心揣

摩每个结构的特点，进行共性分析。几年下

来，他的专业技能有了较大进步，在各项重大

工程中崭露头角。

如今，每次经过自己设计的桥梁时，严爱

国总会注重体验列车驶过是否平稳。每次沿

着宜万铁路驶过宜昌长江大桥时，他还会格

外关注列车是否安静——因为此时，长江活

化石、珍稀动物中华鲟正在桥下的中华鲟自

然保护区内繁衍生息。

宜万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的主

骨架之一，被称作中国最难修的铁路。“宜昌

长江大桥这么大的跨度，用钢梁是常规操作，

但噪声太大。我们的桥修好之后，列车的车

次很密，噪声会打扰桥下的中华鲟。”在设计

宜昌长江大桥时，严爱国为了将噪声和震动

降至最低点，果断舍弃了跨越能力大、噪声大

的钢主梁结构，采用噪声和震动低、跨越能力

较小的混凝土主梁。

让混凝土梁大跨度跨越保护水域并非易

事，严爱国创新提出混凝土刚构桥辅以拱加

劲的结构形式，实现了铁路混凝土梁式桥跨

度由 150 米提升至 275 米的目标。严爱国还

颇具巧思，研发设置了减隔震支座，实现对中

华鲟最有效的保护。

在严爱国看来，中国交通的现代化发展，

不能以影响生态环境为代价。

绿水青山间风景虽美，但地质、气候条件

多样，建桥难度大。他总是说：“山水这么美，

尽量不要破坏本来的山体，要想办法让桥梁

与大自然浑然天成。”

严爱国的微信头像是一座精致的、不对

称的拱桥——湘西芙蓉镇境内的张吉怀高铁

酉水大桥。地处云贵东缘武陵腹地的湘西，

峰连九霄，山里的人走出去难，山外的旅客走

进去也难。2021 年 12 月 6 日，张吉怀高铁通

车，高铁穿行在重峦叠嶂之间，湘西迎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这条 246.9 公里的线路，桥梁和隧道多达

280 座。酉水大桥位于芙蓉镇境内，跨越酉

水河，河道两岸山高坡陡、植被茂密。桥址刚

好位于一个 V 形河谷，一侧坡度较陡，另外一

侧坡度较缓。对此，严爱国创新提出非对称

拱桥结构方案，巧妙地将上承式拱桥的两侧

拱脚设置在既有道路旁，避开陡峭的山体。

“这既减小了桥梁规模，又充分利用既有道

路，减少了山体开挖及植被的破坏，最大程度

保护了山区生态环境。”他说。

技术创新破瓶颈

中国高铁又快又稳，是国人的骄傲。但

是随着桥梁跨度增大，结构刚度就会变柔，在

2019 年以前，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遇到大跨

度的桥梁时，就必须降速。这一直是严爱国

的心病，也是我国高铁桥梁建设亟待解决的

技术难题。

为此，严爱国对 300 米级大跨度桥梁铺

设无砟轨道技术进行了探索。

最初国外高速铁路无砟桥梁最大跨度仅

100 米。为了跨越 100 米到 300 米的技术鸿

沟，严爱国带领团队开展了包括主梁结构形

式、变形控制标准、线性控制技术在内的多项

创新研究，最终在昌赣高铁赣州赣江特大桥

上，实现了 300 米跨径斜拉桥承轨条件满足

列车时速 350 公里运营要求。后续在采用钢

箱桁组合结构的裕溪河特大桥项目上，又将

无砟轨道桥梁跨度提升至 324 米，列车联调

联试跑出 385 公里时速。项目的成功实施，

标志着我国高铁无砟轨道桥梁技术取得重大

突破。

2019 年，为破解高速铁路选线难题，严

爱国提出研发铁路桥梁弹性约束装置，形成

对称伸缩变形的弹性约束新体系技术方案，

突破了常规桥梁单固定墩约束限制。

历经 3 年时间，严爱国团队完成了新型

弹性约束装置研发，实现了联长 400 米以内

大跨度梁桥取消梁端钢轨伸缩调节器的目

标，成功破解了大跨梁桥只能布设在直线、

小纵坡线路的技术限制，实现了“高铁选线

自由”。

攻坚克难谋跨海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网络向着高原宽谷、

大江海洋等更广阔、更复杂地域延伸，严爱国

还想让国人坐着高铁跨越山海，感受美丽的

诗和远方。

我国首条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跨海高

铁——福厦高铁，面临近海强风、强腐蚀、大

潮差、地震带等挑战，严爱国带领团队设计

了 其 中 泉 州 湾 、安 海 湾 、湄 洲 湾 三 座 跨 海

大桥。

与普通桥梁相比，跨海大桥设计难度更

大。泉州湾位于沿海高风速带，全年 6 级及

以上风力天数达 91 天。

在大风天气下，如何既保证桥梁稳固，又

能让列车保持高速运行？严爱国带领团队创

新研发了一种流线箱形钢—混结合梁结构，

附加导流板、减震栏杆、拉索电涡流阻尼器

等有效气动措施。大桥不设风屏障，可实

现 8 级大风下高速列车不限速、11 级暴风下

不封闭交通的目标，2023 年经受住 15 级台风

“杜苏芮”正面登陆的考验。大桥位于台湾海

峡西岸地震高烈度区，面对抗震难题，严爱国

又带领团队研发了高铁无支座整体式刚构桥

梁结构，既实现了结构轻量化，又提高了结构

的抗震性能。

扛住了台风和地震，如何耐住高盐高湿

的海洋腐蚀大气环境？严爱国大胆创新，带

领团队研制出高镍系耐海洋大气腐蚀钢，实

现了“免涂装、绿色耐久”全寿命设计，成为

全 球 首 座 采 用 免 涂 装 耐 候 钢 的 大 型 跨 海

大桥。

“历经 10 年技术攻关和工程实践，福厦

项目跨海大桥设计时速由 200 公里提升至

350 公里。”严爱国自豪地说。

为使桥梁形态与独特的海湾环境交汇融

合，严爱国还提出贝壳形曲线桥塔造型——

朝阳之下挺着贝壳形曲线的桥塔巍然屹立，

宛如巨龙盘踞湾面，蔚为壮观。这一项目在

追求结构合理的同时，更展现了桥梁人对建

筑美学的不懈追求。

凭着这份热情与果敢，严爱国 30 年如一

日，先后带领团队完成 20 余项国家重大工程

建设，多次攻克行业技术难题，主持设计的铁

路桥梁里程超 1000 公里。他也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詹天佑铁道科学技术专项奖等

荣誉称号，以严爱国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荣获

“湖北省示范性职工创新工作室”。

严爱国非常注重桥梁的安全、耐久、实

用和经济性。他说：“我们设计的每一座桥

梁都要矗立百年之久。我有幸见证了中国

高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成长在这

样一个时代，我是幸运的。唯有建设更多高

品质桥梁，让中国桥梁走向世界，方能不负

时代。”

“值班员，7558 整列车上水作业完毕，上水管

已收回。”春运期间，国铁集团乌鲁木齐铁路局阿

克苏车务段阿克苏站客车给水员陈浩，在结束一

趟列车的上水作业后，快步走向间休室，匆匆投入

为下一趟列车上水的准备工作中。

立岗接车、检查上水设备、连接上水管道⋯⋯

陈浩和工友们每天都要将这些流程重复上百次，

每一次精准无误的操作，都是对旅客舒适出行最

有力的保障。

给水员是铁路众多工种之一。陈浩告诉记

者，所谓给水，就是在列车停靠时间内为列车加

水。一方面供给餐车上的用水，解决旅客的饮食

问题；另一方面供应每节车厢里的水箱用水，以满

足旅客洗漱、卫生间的冲洗等需求。

“以前设备落后，上水管道有几十斤重，上水

井和车厢注水口有时候距离远，都是拖着水管上

水，并不轻松。”陈浩说，现在，上水井设备经过改

造升级，水管变轻了，并且可以自动回卷，花费的

体力少了许多。

临近春节，车站里人头攒动，客流量是平时的

好几倍。满载旅客的列车刚一停稳，给水员们就

迅速行动，往返在车体与水井之间。冲管、连接管

头、打开上水阀门⋯⋯每一个作业步骤都紧张有

序地进行。

“我们的工作室在站台一侧，是距离轨道最近

的地方，方便列车一停下，就立刻以最快速度给

水。”陈浩介绍。

冬日的股道间异常寒冷，给水员们的手早已

冻得麻木，但他们依然全神贯注投入作业中，确保

每节车厢都能注满水。在冬季上水作业时，水常

常会溅到衣服上，很快就冻成一个硬邦邦的冰壳，

这不仅加重身体负担，也让陈浩和工友们的行动

变得迟缓而笨拙。

陈浩感慨：“晚上视野差，再加上低温，每一步

都得小心翼翼。”冬日深夜的地面本就坚硬，上水

过程中洒落的积水让地面变得更加湿滑难行。

“为了防止滑倒，我们会在冰面上撒盐，但这

也只能解一时之急。”陈浩说，“在密集的列车到发

间隙，新的积水很快就又覆盖上来，加之极低的夜

间温度，即便是撒了盐，冰层也难以快速消融。”

“现在室外气温太低，如果水满外溢，注水口

结冰，会对列车旅客用水产生影响。”陈浩说。

为了保证水满不外溢，给水员必须先确认好

水箱缺水程度，在做完所负责车厢的插管动作后，

立即返回原点，再逐节车厢确认上水进度，确保加

满水后，才能关闭阀门。

与时间赛跑，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是他们面临

的最大挑战。在列车密集到发时段，短短 3 个小

时，陈浩和他的工友们要完成 8 趟列车、100 余节车

厢的上水作业。每一趟列车停靠的时间有限，每

一节车厢都急需注满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分秒

必争。给水员要疾步往返于车厢之间，不停地重

复着弯腰、插管、注水等工序。

在一次上水作业过程中，极端天气导致上水

管头与车体注水口冻结在一起，任凭陈浩怎么用

力，都无法将其拔下来。为了不耽误列车的正常

运行，陈浩没有片刻犹豫，迅速采取行动，用热水

一点点解冻。经过一番努力，上水管头终于被成

功拔下，而陈浩的双手早已冻得通红，他顾不上这

些，立刻转战下一节车厢继续作业。

一个班下来，给水员要在室外工作 6 个小时，

行走 10 多公里。他们冒着严寒，穿梭于铁路线之

间，每天重复几百次上水动作，只为列车上的旅客

能喝上一杯热水，在寒冬里温暖出行。

待目送列车出站，回到间休室，陈浩和工友

们才来得及喝上一口水。“车要进站了，准备干

活 ⋯⋯”对 讲 机 里 再 次 响 起 列 车 即 将 进 站 的 提

示，陈浩放下手中杯子，又投入下一次的上水工

作中。

一 杯 热 水 一 份 温 暖
本报记者 齐 慧

严爱国主持设计的张吉怀高铁酉水大桥。 （资料图片）

严爱国在他主持设计的汉十铁路汉江崔家营特大桥旁。

（资料图片）

陈浩正在进行列车上水作业。 （资料图片）

分选揉捻，飘香的茶叶成为

村民的增收产业；精雕细琢，精美

的木雕成为乡村的文化标识；编

织缝补，手工的织物成为爆款商

品⋯⋯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活

跃着一位位能工巧匠，他们扎根

乡土，传承技艺，引领乡村产业蓬

勃发展。

栖身一片乡土，耕耘一方沃

野。所谓乡村工匠，主要是指县

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

业，能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

统技艺、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

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推

动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的 技 能 人 才 。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乡村

工匠 13 万余人，直接培训 230 余

万人，带动 460 余万农民就业增

收，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扮演着

越发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工

匠也面临年龄结构偏大、人才断

层、专业度不够、市场化程度不

高等问题，给乡村产业发展带来

挑战。

随 着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持 续 推

进，乡村建设更加如火如荼，这为

乡村工匠提供了施展才能、大展

身手的舞台。如何让他们进一步

发挥优势，更好带动乡村特色产

业发展？

要发挥技艺特长，守护传统

文化。木雕、竹编、刺绣、陶艺、剪

纸⋯⋯这些世代相传的手工艺，

是乡村文化的瑰宝，彰显着乡村

的独特魅力。乡村工匠要不断精

进传统技艺、传承优秀乡土文化、

传承工匠精神，并通过开设工作

室、培训班等形式，传授技艺和经

验，培育传统工艺专业人才，推动

传统技能技艺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要提升创新能力，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服务农民、服

务乡村、服务社会，是乡村工匠的重要责任。当前，乡村

工匠凭借精湛技艺，开发出不少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和

服务，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产品的需求。他们还通过

发展农家乐、文旅产业等方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乡村工

匠的创新，激发了乡村经济的活力，为乡村带来了可观的

经济效益。

此外，要优化乡村工匠培育机制和激励措施，为他们提

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激发其创造活力。比如，健全乡村

工匠培育机制，引导各地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多举措建

设人才培训基地，健全乡村工匠评价体系等。社会各界也

应加强对乡村工匠的宣传和推广，提高他们的社会认知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匠心之道，兴农之路。期待更多身怀一技之长、具有创

新精神的乡村工匠争相涌现，主动担当作为，交织汇聚成乡

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