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地上的音乐梦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陈小娟 董华勤

建筑工地也能长出音乐梦。

日前，在中建五局二公司分供方大会上，丽水南城商务中

心项目电工班长陈凯弹唱的一曲《风吹麦浪》让一场业务会议

平添了几分文艺气息。

在工友们眼中，陈凯是颇具人气的工地“音乐家”。陈凯

则认为，黑白琴键之间，有生计也有热爱。

陈凯曾是一名海军机电兵，祖国蔚蓝的大海是他青春最

亮丽的底色。退伍后，他来到中建五局当起了电工，至今已在

机电领域扎根 34年。

在部队时，陈凯凭借优异的工作表现获得推荐，进入当地

音乐学院学习钢琴，自此开始与音乐结缘。进入中建五局后，

他的音乐之路并未止步。

建筑工地有独特的节奏，建筑人也有自己的色彩。

早上 8 时，是属于“陈师傅”的工作时间。穿梭于各个楼

栋、配电箱之间，陈凯脚步轻快、钉锤哐啷，繁忙的工地奏响沸

腾的“劳动之歌”。

晚上 8时，是“凯哥”的专属时间。工作之余，工友们或翻

书学习或健身运动，沉浸在休闲娱乐中，凯哥的琴声在此时成

为舒缓的背景音乐。

工作中，无论何时，只要一个电话，陈凯便火速前往现场

支援。一旦工地出现水电问题，大家总是第一个想到他。为

了能快速赶到现场，他放弃了更为舒适的项目部宿舍区，选择

住在离现场较近的农机站宿舍。项目部的青年员工基本都被

他带教过，无论年龄大小，都会亲切地喊他一声“凯哥”。

下班后的陈凯是工地上的“文艺带头人”。项目活动室由

板房搭建而成，空调、音响一应俱全。闲暇之余，陈凯就搬着

电子琴到活动室弹上一段。在他的带领下，工友们也将对音

乐的热爱付诸实践，有的购置了新吉他，有的学起了声乐。

十几平方米的活动室让员工的音乐梦有了安放空间。陈

凯和几个同样热爱音乐的工友经常相约在活动室弹琴、唱

歌。时间长了，他们组成了一支工地乐队。

项目部的中秋、“五一”晚会，成了他们展示才艺的绝佳舞

台。在项目部会议室或是篮球场，工友们三

三两两搬着凳子围坐一圈，零食水果就着音

乐、欢笑咽进肚里，疲惫烦恼都在轻松愉悦的

节拍、和着晚风的曲调里烟消云散。

“这个班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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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明

中原大地，黄河南岸，有这样一个电力运行维护班组，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已连续安全生产超 5000 天，年均完成高压

电气设备倒闸操作 526 次，准确率 100%，近 3 年为公司创效

2000 万元——这个班组就是中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铝矿业）生产管控中心电力运行部中心配电室运行班。

这个由 10 人组成的班组，承担着公司 220 千伏鹏飞变电

站以及 10千伏高压配电系统的运维等工作，是保障企业生产

的电力供应重要枢纽。今年“五一”前夕，该班组被授予全国

工人先锋号。“他们善于管理、精于操作，把电力操作规程及各

项制度转化为每位班组成员的动作标准。”在长城铝业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高纯生看来，这份荣誉是全体班组成员创新进

取、团结协作结出的硕果。

中铝矿业 220千伏气体绝缘变电站是河南省工矿企业中

第一座进口 220 千伏气体绝缘变电站，相关设备具有技术先

进、自动化程度高、操作复杂、危险源辨识难度大等特点，对操

作人员要求很高。

面对新挑战，中心配电室运行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和

互帮互学的方式，仅用 10天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操作维护要领。

“这与班组成员平时的技术积累密不可分。”班长郑元浩

解释说，在日常工作中，班组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把工作现

场变成技术课堂，培养出了一批全能型职工。

班组还成立了“郑元浩劳模工作室”，不少创新成果从这

里走出。创新项目《创建电力运行区域“云”信息管理平台》获

得全国机械冶金行业二等奖，《降低公司购馈电》获得河南省

质量管理小组二等奖……目前，工作室正自主研发电力点巡

检机器人系统，投用后将极大降低电力巡检人员劳动强度。

“这个班组，中！”在中铝矿业，提到中心配电室运行班，同

事们都称赞有加。除了“硬核”的技能水平，互帮互助的团队

氛围也让人羡慕。

公司 06配进线高压配电柜，其隔离开关的投入和拉开动

作，需要强大的臂力，班组女工李朝华无法独立完成，每次都

会有同事主动伸出援手。

“大家心往一处想，都是为了高质量完成任务，确保安全

准时供电。”李朝华说，这样温暖的团队，让她在工作中感到心

情很舒畅。

扎根勘测一线 30 载，李凌志带领团队修路引水润泽关中——

三跨秦岭志凌云

本报记者 杨明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萍

近日，走进山东威海磨爱麦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仿佛走进了“花”的海洋。眼前

这些“鲜花”全是用面粉加工而成，“威海工

匠”孙海燕正穿梭其中，用她那双匠人之手赋

予这些普通面团新的生命。

磨爱麦创意总监孙海燕还有一个特殊身

份——威海“吉昌花饽饽”技艺第五代传人。

吉昌花饽饽始自清朝同治年间，已有百

年历史。如何守正创新，将花饽饽产业发展

壮大，带动更多姐妹就业创业？答案就藏在

孙海燕的奋斗之路里。

守正创新的“守艺人”

在孙海燕的儿时记忆中，母亲经常在案

板前忙碌，幼小的她每每因为好奇探头去

看，母亲就会将给饽饽点红的颜料点在她的

额头，夹杂着饽饽蒸熟的香气，那是幸福的

味道。

慢慢地，在母亲影响下，孙海燕了解到

了花饽饽制作工艺的复杂与严谨，和面、发

酵、成型、蒸熟、晾透……步步有讲究、处处

是规矩。

“每个花饽饽都是有生命的，制作过程中

不能有丝毫杂念，而是要始终秉持一颗匠

心。”孙海燕说。

为了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孙

海燕大胆守正创新，带领团队持续攻关，实现

了花饽饽从小作坊制作到批量化、规模化生

产的蜕变。她和团队还结合现代营养学理

论，先后开发出十大系列、数千款产品，推出

与民俗、文旅、康养相结合的创意美食，让传

统花饽饽技艺有了时代元素。

创新过程中，孙海燕研发出“不添加一滴

水”的全新营养配方，对使用传统色素、竹签

堆砌成型等有碍健康的传统工艺进行技术革

新。她研发的“三次醒发一次成型法”“生品

着色法”两项成果，在威海市职工技术创新评

比活动中先后荣获二等奖。

在当地，吉昌花饽饽逐渐被更多人熟知，

成为新晋“网红”食品。

帮助女性圆梦创业

“经常能接触到一些下岗待业的姐妹，就

想着为她们做点事。”谈及自己帮助女职工就

业创业的初衷，孙海燕如是说。

随着“吉昌花饽饽”的知名度提升，来自

全国各地的女性纷纷前来拜师学艺，她们

中，有家有残疾孩子的母亲，有缺乏一技之

长的农村妇女，也有怀揣创业梦想、辞职学

艺的姐妹……虽然“吉昌花饽饽”有着“母女

相传”的家规，但为了让更多姐妹用一技之

长开启新生活，孙海燕对慕名而来的姐妹都

倾囊相授。

为了更好地帮助女性实现就业创业梦

想，孙海燕成立了磨爱麦胶东花饽饽培训基

地，仅 2022 年就培训女职工 400 余人，其中，

300 余人获得中式面点师职业证书。“出师”

后，孙海燕的“徒弟”们纷纷走上创业路，间接

创造了 2000多个就业岗位，成为推动当地经

济发展的巾帼力量。

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如今，在孙海燕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

老手艺焕发了新生机，吉昌花饽饽不仅在国

内畅销，还走出了国门，远销日本、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

随着学员数量增多，孙海燕组建起“花饽

饽同业联盟”，开启“线上共同接单，线下就地

分配”模式，把订单分给学员就近制作配送，

既让顾客吃到新鲜的花饽饽，又给学员增加

了新客户，实现信息共享、抱团发展。

2019 年，威海市总工会正式命名“孙海

燕创新工作室”，以创新工作室为载体，通

过结对子、师带徒，一批批花饽饽技术能

手诞生，孙海燕的创新花饽饽产品也“蒸

蒸日上”。

2020 年，孙海燕被授予“威海工匠”称

号。把金灿灿的奖章拿在手中，孙海燕再次

体会到了手艺带给自己的荣耀：“坚守专注、

匠心独运，不断守正创新，就一定能创作出有

生命力和时代价值的作品。”

从 非 遗 传 承 人 到 创 业 领 路 人 ，孙 海 燕 为 老 手 艺 注 入 新 生 命——

她让花饽饽“蒸蒸日上”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西安城南，秦岭北麓，中铁第一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一院）引汉

济渭项目部，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李凌

志仰望秦岭，总有一股凌云之志荡胸而起：

“转战秦岭 30年，三度跨越，两次跨界，干了

两个世纪工程，留下几幅作品在人间。”

如今，曾经的翩翩少年已是两鬓灰白，

而他和同事们凿穿天障造福一方的壮举尚

未毕工……

两次跨越

1993 年，大学毕业来到铁一院的李凌

志，被分配到西康铁路勘测一线。

“水太凉了，你快回来。”第一次在秦岭

野外勘测，遇到岩溶水，李凌志脱下鞋子便

蹚了进去，师傅张芬兰急得大喊，但他还是

继续坚持将 300多米的斜坡一点点量完。

“这个看似文弱的男孩身上有一股韧

劲。”张芬兰回忆说，“他每次带回来的勘测

卡片总是最详尽的。”

李凌志则牢牢记住了师傅的两句话：不

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勘测过程就是隧道设

计的构思过程。

机会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做好准备的人

才能一跃而上。

210 国道秦岭段当时被称为“国内最难

走的公路”，崎岖漫长，事故高发。1999 年，

陕西省决定修一条洞穿秦岭的高速公路。

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后得出结论：作为“亚

洲第一公路隧道”，中远距离、大埋深带来的

通风、岩爆、涌水、有害气体等问题，任何一

个都堪称世界难题。

工作仅 6 年的李凌志临危受命成为铁

一院该项目隧道专业的技术负责人。

首次从铁路跨界公路，李凌志有“隔行

如隔山”之感，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让他

“越是前所未有，越想迎难而上”。

那是无比艰难的几年，李凌志常常工作

到凌晨两三点，手机总是响个不停，既要做

设计方案，又要随时去现场配合施工，还要

做项目科研、找专家论证，总之，关于技术的

每个细节他都要吃透。

2001 年 1 月 8 日，终南山公路隧道正式

开工，勘测设计步入正轨。不久，陕西省决

定搭乘公路隧道施工之便，平行开凿一条为

关中“解渴”的输水隧洞。

2003 年，李凌志迎来了他对秦岭的第

二次跨越——“挂帅”全长 18.46公里的引乾

济石输水工程总设计师。

从交通到输水，又是一次跨界挑战。在

秦岭深处修建如此长的输水隧洞，国内还没

有经验可借鉴。

学规范、查资料、访专家，掌握前人经

验，结合实际创新……李凌志将公路、铁路

设计中的“预留变形量”理念引入输水隧洞

设计，这一设计后来还被写入行业规范，这

也让李凌志尝到了跨界带来的甜头。

仅输水隧洞设计图就绘制了 42 页，专

家学者前后进行了近 20 次科学论证，设计

方案四易其稿……也是在那几年，李凌志逐

渐“白了少年头”。

在秦岭高处勘测时，他不止一次感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决战秦岭

2007 年 1 月 20 日，秦岭终南山公路隧

道通车，该工程创造了国内、国际多项第一，

最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在此之

前通水的引乾济石工程则实现了 4697万立

方米的年调水量，为今后更大的输水工程积

累了宝贵经验。

随后，陕西南水北调工程全面启动，引

汉济渭作为“解渴”关中的根本性工程付诸

实施。李凌志迎来了第 3 次跨越秦岭的挑

战——负责全长 82 公里、最大埋深 2012 米

的秦岭特长输水隧洞勘察设计。

这一次，他一干就是近 20年。

中国工程院的 5 位院士曾评价引汉济

渭工程是“在世界最复杂地质条件上修建的

水利设施”。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底部穿越秦

岭，隧洞贯通需穿越 3条区域性大断裂、4条

次一级断层和 33 条一般断层，涉及岩性 20
余种，隧洞埋深世界第一，TBM（隧道硬岩

掘进机）单机连续掘进世界第一。

“如果将秦岭终南山隧道和引乾济石的

设计施工难度比作 1，那么引汉济渭的难度

是 100。”李凌志这样形容。

为找到最佳方案，李凌志带领团队，对岭

南 5大峪口 65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勘察，设

计了15个方案，研究线路总长850公里。

施工中，危险如影随形。

“发生过 4000 多次岩爆，施工人员必须

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隧道内常年温度

42 摄氏度，冬天进入也得防暑降温，有时还

会遇到有毒、有害气体。”项目科研副总工程

师魏军政介绍说。

整个隧洞有 21 个掌子面，为保证设计

的合理性和施工安全，李凌志每周至少要进

洞 4次。

这条“难于上青天”的设计施工路，也给

了李凌志尽情创新的舞台。仅此一个工程，

李凌志和团队就进行了 5 大类、11 项科研，

为行业创造了新的规范。

铁汉柔情

2022 年初，引汉济渭秦岭隧洞全线贯

通，人们尽情欢庆。李凌志内心却跌宕起

伏，踏勘秦岭的往事一时间涌现：“隧洞贯

通，就像孩子长大了，虽极为不舍，但也只能

祝福它平安远行。”

热闹散去，他想到了更多：李立民，引汉

济渭复杂地质创新攻关小组负责人，攻关最

关键的时候，母亲去世，没能及时赶回去见

最后一面；王江，项目技术部部长，长期劳累

患上肾结石，为了如期高质量完成任务，打

了 20多天点滴……

“干工程的男人，手是铁、肩是铁、意志

是铁，可心不是铁。这么多年，亏欠最多的

就是兄弟们和家人。”李凌志感慨地说，自己

的“军功章”里有他们的一份。

扎根秦岭 30 载，李凌志荣获陕西省劳

动模范、中国铁建十佳道德模范等诸多荣

誉，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设计及科技进步奖

12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利 12项。

引汉济渭秦岭隧洞贯通当晚，业主单位

在隧洞旁的项目工地上举办了庆功宴，李凌

志受邀参加。十几年间，大家常因方案、技术

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可那晚，几轮红

酒过后，一帮男人抱在一起，眼里满是泪花。

他们中有的人早已接到通知，第二天一

早便要转战川藏铁路。每杯酒，既是庆功，

又是道别。

晚上，众人散去，乘着酒兴，李凌志在纸

上写下一首诗：“扎根秦岭二十九载，凿终南

隧道修坦途，穿秦岭隧洞润关中，修路饮水

惠泽三秦。”

“快递爷爷”
5月 13日，在阿荣旗红花梁子社区快

递驿站，于庆柱将快递搬上三轮车。
68岁的于庆柱家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阿荣旗向阳峪镇孤山屯村，2018年
起义务为村民送快递，目前已累计配送超
10万件，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快递爷爷”。

于庆柱说，孤山屯村未设立快递收发
点，村民每次收发快递都要到近10公里外
的快递驿站，很不方便。“我寻思帮村民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为确保村民顺利拿到快
递，于庆柱每次都会把快递一一登记，并将
收件村民名单发至村里的微信群，及时通
知村民快递配送情况。

于庆柱因患小儿麻痹症，缺少稳定收
入，生活困难。孤山屯村将他纳入“五保
户”，积极开展帮扶，对此于庆柱很感激。

“我想以义务送快递的方式为村里做些贡
献，传递更多温暖。”于庆柱说。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2023 年 3
月14日，李凌
志在引汉济渭
二期黄午隧洞
勘察设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