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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技师成益品带领测量团队连干两项超级工程，已经拿到 97项国家专利

“一步步走来，我喜欢上了创新”

班组现场班组现场G

本报记者 蒋菡

3 月 26 日，成益品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

张发明专利证书——这是他获得授权的第

97 项专利，也是他在参建深中通道过程中获

得授权的第 73项专利。

41 岁的成益品是中交一航局深中通道

项目部测管中心主任，也是一位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的特级技师。2012年 8月参建

港珠澳大桥，2018 年 8 月转战深中通道，他

“在隧道里钻了 12年”，用可靠的测量数据为

8万吨重的沉管在超 40米深的海底沉放对接

保驾护航，为两大超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突

出贡献。

“干这些前无古人的项目，必须创新。一

步步走来，我喜欢上了创新。”他深有感触地

对《工人日报》记者说，“不是被动地去解决问

题，而是主动去探索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

法。我享受创新的乐趣，累并快乐着。”

不能出错

2005 年从郑州测绘学校工程测量专业

毕业的成益品，次年来到黄岛油码头项目，背

着中交一航局二公司当时唯一的一台高精端

测量仪器——徕卡 1700全站仪，利索地爬上

二三十米高的桥墩测量放线。

师傅曾凡军喜欢这个踏实的年轻人，不

但手把手地教他技术，还推心置腹地告诫他：

“测量是工程的眼睛，不能出错。干错了不光

对工程有影响，个人一旦被扣上‘不靠谱’的

帽子，以后很难翻身。”

成益品牢牢记着这句话，19 年来没有出

现过测量失误。

两年后他到福建干高桩码头项目，担任测

量班班长，第一次独当一面。“刚开始心里没底，

担心干不好，要把几百根国内最长的钢管桩往

海底打，要打偏了，业主怎么评价你们公司？”

为了不出错，每个数据他会复核两遍甚至

三遍。施工现场离项目部宿舍仅 5分钟路程，

但他中午都不回去休息，每天一门心思地带领

班组成员从早干到晚。最后，码头的前缘梁线

特别顺直，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获得福

建省水运系统工程有史以来最高评分。

“成益品”的名声由此打响。

摸着石头过河

2012 年，“让人格外放心”的成益品被选

中参与港珠澳大桥这一举世瞩目的超级工

程，担任测量队副队长。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我国建设的第一

条外海沉管隧道，其测量精细化程度和难度

在工程测量领域可谓前所未有——这也意味

着建设者要摸着石头过河。

“去之前就听说工程建设难度很大，去了

以后发现比想象的难度更大。”他说，从外业

的观测环境看，外海气候条件恶劣，人工岛岛

体尚处于成岛前期的沉降位移不稳定期；从

内业精度要求看，沉管隧道长、定位精度要求

又特别高。

港珠澳大桥 6.7 千米沉管隧道横向贯通

允许偏差为 50毫米，远高于隧道测量规范横

向贯通限差 150 毫米的要求，怎么做到？心

里没底的成益品申请调岗。领导没同意，说

“这活大家都没干过，先查查资料”。

沉管基础的水深达到 40米以上，施工精

度很难感知；沉管对接要在海底完成，对接过

程不可视，很难控制——成益品的任务就是

针对上述难题，牵头进行外海超长沉管隧道

贯通测控的陆地模拟试验，达到工程环境可

知、可控。

为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

2012年 10月到 2015年 8月，他带领团队成员

进行了“很煎熬”的攻坚。

每次在陆地模拟试验后都要到管内验

证，在夜里无人施工时进行，在黑黢黢的沉管

里一待就是一宿。“管内的湿度几乎有 100%，

管首看不到管尾，仪器目镜都是雾，只能反复

擦拭。衣服进去是干的，出来是湿的。”他说。

前 3次试验都没成功，最多时误差有 10多

厘米。第 4次也是最后一次压力最大，他们用

了5个月，终于提供最终接头合龙口形态。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最终接头实现了最

小误差 0.8毫米的贯通偏差。“当时林总（时任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林鸣）去沉管里摸了

最终接头接口，几乎感觉不到错缝。”回想起

那一幕，成益品一脸骄傲。

“从 0到 1”的过程很艰难，但也正是因为

参与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成益品获得了20多项

专利。就在港珠澳大桥开通的2018年，作为测

量队队长的他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喜悦之余他也感到了肩头的分量：“国家

给了我那么高的荣誉，要对得起这个荣誉，起

到引领作用。”

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踏上“从 1 到 2”的旅程，依然要面对“几

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成益品已经有了攻

坚克难的底气。

深中通道 6.8 千米沉管隧道贯通精度要

求更为苛刻，其最终接头贯通误差为 25 毫

米，是港珠澳大桥的一半。

身为测管中心主任的成益品牵头承担起

世界首制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一航

津安 1”的测控系统研发，成功引进北斗高精

度测量定位技术，创造了连续 7 节沉管近乎

零偏差的毫米级安装对接的世界纪录。

在隧道里钻了 12年，留下的不只是勋章，

也有身体上的印记——湿疹带来的一大片红

斑，还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家人的两地分隔。

过去 12年里，成益品跟项目部同事相处

的时间远多于家人。38 岁的测量主管韩战

伟从 2013年 6月建港珠澳大桥就跟成益品在

一起了。“成主任是我的指路人，是改变我一

生的人。”皮肤黝黑的他一脸真挚地说。

技校毕业后韩战伟去过好几个工地，“都

是在混日子”。直到去港珠澳大桥项目，跟着

成益品干测量，“被感染了”。

“成主任做事非常认真，而且常跟我说要

多学习，找书、找视频让我看，督促我去考证，

还带着我一起申请专利、写论文，这 11 年真

学了不少东西。”韩战伟说，自己已经拿到 41
项专利，“连我父母都觉得奇怪，说你怎么混

得这么好？”

成益品的身体力行令韩战伟钦佩。对深

中通道陆岛隧一体化高精度跨海高程传递测

量技术进行攻关时，需要陆地和人工岛各有

两个测量员对着测。一晚上要测上万个数

据，连续测了近两个月。整个过程既考验眼

力，也考验耐力。成益品一直在现场盯着，

“我在他们心里能踏实点。”

28 岁的测量员朱永帅也觉得遇到成益

品这个领路人特别幸运。“成主任总鼓励我们

年轻人大胆去干，大胆去试错。”

建设深中通道过程中，前期他们按照建

设港珠澳大桥的经验，在贯通导线测量时放

线不到 700米。但深中通道的管节比港珠澳

大桥的要宽，测量条件更为复杂。成益品说：

“你们不要走老路，试一下能不能放线到 800
米或者更长。”测量员们就一点一点地试，最

后布到 825米。

从“不能出错”到“大胆试错”，从“必须

创新”到“喜欢创新”，这不正是一个测量员

的成长？

深中通道计划于今年 6 月通车。如今，

成益品已转战另一个“从 0 到 1”的项目——

广东阳江一个大型海洋牧场的建设。更多创

新在等待他。

美丽公路美丽公路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温彦博 杨宾雁

“每天晚上打开微信运动，就能看到身边同事占领了

封面,最少 2万步。”青海油田采油四厂运行维护中心书记

段鹏说。

青海油田采油四厂运行维护中心油水处理班负责南

翼山油田原油接收、计量、脱水、化验、销售、污水处理等

工作，对于班组成员来说，每天 2万步只是起步。

4 月 16 日晨会结束后，油水处理班的班员们踏上新

一天的设备巡检路。

“运行维护中心集输运维组站区共有 74 个巡检点，

检查装置区、流程、管线有无渗漏，检查电控柜供电是否

正常、有无漏电，检查分离器油相、水相液位计是否正常，

检查可燃气体检测仪运行是否正常……”油水处理班班

长熊增奎一边朝着最近的巡检点进发，一边介绍他们的

主要工作。

作为原油外输设备守护者，油水处理班要对站区

每个巡检点做到“无微不至”。从原油处理装置区到污

水处理区巡检一圈大概需要 50 分钟，不到 12 时，原油

处理岗操作员王瑞打开微信运动，显示他的步数已达

21985 步。

“安全措施落实了吗？检修人员资质检查了吗？

个人防护用品穿戴齐全吗？这项作业是有限空间作

业，一定要核对好检修作业票和施工方案，确保万无

一失。”这是运行维护中心安全员法国荣每天都会重

复的话。

每天早上到岗后，法国荣就开始盘点当天工作计

划。“最考验安全工作的还是认真、细心和责任，大到一个

系统，小到一个阀门，都需要去现场认真确认。”他说，运

动步数就是他的“定心丸”，每日走的步数多了，现场转得

勤了，他也就放心了。

采油四厂有一条“大动脉”——南翼山至花土沟总长

77.84公里的柴西北原油外输管道中间站。

运行维护中心熊海林负责为南翼山油田上游来油进

行加热，并对管道进行清理维护。巡检过程中，他对管堤

周围是否存在损坏碾压情况、阀室有无泄漏、锅炉运行参

数、天然气调压箱参数等进行细致检查。

近 80 公里的管线，熊海林只能分两天完成一次巡

线，管道沿线丘壑起伏，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需要徒步巡

检。上班期间，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叫“小黑”的狗，它每天

的步数也超过了 2万步。

日行 2万多步是运行维护中心一线员工的日常。他

们用脚步丈量着高原油田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一个个坚

实的足迹……

每天2万步只是起步

张建华

春光无限好，治沙播绿忙。4月 15日一大早，在包兰

线 348 公里处铁道线两侧，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

限公司乌海工务段治沙车间杭锦旗治沙工区工长李保伟

和 36名治沙工挥锨铲土，栽种树苗，干得热火朝天。

包兰铁路是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其中内蒙古段穿

越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处在温带干

旱半荒漠地区，年降水量不足 180 毫米，蒸发量却高达

4200毫米以上，种树治沙难度不言而喻。

“包兰铁路刚通车时，曾有外国专家预言，这条铁路

‘活不过 30 年’，但铁路治沙人就是不信邪，如今看着火

车越跑越快，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说话间李保伟扬起手

中的铁锹，有力地插进砂土里。

由于铁道线两侧大多是砂石盐碱地，挖坑栽树不光

是一项体力活，还是一项技术活。李保伟和工友们三人

一组，一人负责用锄头将表面的砂石刨除干净，另外两人

用铁锹慢慢铲出树坑廓形，然后艰难地一寸寸向下掘进，

不一会儿黢黑的脸颊上便挂满了汗珠。

“铁路治沙绿化三分靠种，七分靠养，今年我们主要

从选地、育苗、整地等 6个环节入手，使已经种植的 800余

棵樟子松成活率达到了 100%。”李保伟抹了一把额头的

汗，和工友配合将樟子松苗慢慢放进树坑，然后开始悉心

培土。

每一棵樟子松栽植过后，李保伟和工友们都会及时

打开滴灌，为梭梭苗补充水分。他们愈走愈远，一排排梭

梭苗也不断地随着铁道线延伸，绿色的希望在春日里生

根发芽。

自 1958 年以来，乌海工务段在包兰线植树 33 万余

株、培育绿化林带 97.916延长公里、培育防护林 290多公

顷、绿化覆盖面达 6290亩，先后被授予“全国绿化先进单

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谁说这条铁路“活不过30年”？

袁俊杰 丁明宇

“许工，快叫值班的同志集合，五场枢纽

这边多组道岔动作曲线卡阻，存在异常，应该

是雨后缺油所导致的。那边可是物流列车开

出铁路港的必经之路，需要马上处理。”4 月

19 日 9 时，一场倾盆大雨后,中国铁路南宁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宁电务段南宁南信号车间主

任王良胜盯着电脑屏幕上冒红的数字，神情

格外紧张。

受强对流空气影响，南宁迎战今年首

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对铁

路线路、信号设备带来严峻考验。为防止

阴雨潮湿天气引起信号设备“闹脾气”，南

宁电务段强化应急管理，加大异常天气的

巡视力度、滑床板注油次数，增强隐患排查

和克缺力度。

5分钟后，3个工区的值班人员皆已收拾

好工具在材料房外等候。

“主任，已经申请到临时天窗 60 分钟

了。”对讲机里传来了驻站联络员急促的

声音。

“出动出动！我们只有 60分钟的天窗时

间，注意侧线来车，这次任务刻不容缓，大家

辛苦了。”随着王良胜一声令下，信号工五人

小分队向着指定作业地点出发，一场“雨后安

全保卫战”打响了。

“李科柏，你进行绝缘测试的同时注意清

理一下杆件轨底的杂草，雨后这些花花草草，

一下子就长出来了。”

“收到收到!”不等王良胜说完，李科柏就

戴好手套去到靠近土坡边的几组道岔处，开

始弯腰发力。他这天本来是在家休息的，但

是看到主任在企业微信里征召人手，家住车

间附近的他便二话不说赶来了。

风枪“呼呼”地冲散覆着的水珠，露出被

磨得锃亮的滑床板，又随着油枪“呲呲”的声

音，滑床板瞬间油润起来。“64 号道岔扳反位

注油，联动道岔没有人，人员在安全位置。”

在得到驻站防护员的确认后，杨广和加快了

手中涂油的动作，此时天窗点还剩 30分钟。

“主任，我这边发现距离线路 4米处有一

个溶洞，看这个大小，已经属于文件里明确规

定 的 隐 患 范 畴 了 ，具 体 位 置 在 K806+ 934
处。”正在复核箱盒锁头的防护员高山发现了

情况。

“快，汇报给车站值班员，联系工务人

员！”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不约而同地脱口

而出。

天窗点还剩 20分钟时，在附近作业的工

务人员赶了过来。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把

这个溶洞夯实处理好。

“干得漂亮！大家细心又能干，我待会就

回车间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生产调度指挥中

心，争取给大家拿到嘉奖，大家一起登上安全

立功台！”安全下道后，主任王良胜为这支临

时突击队点赞。

李文斌

在同忻矿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每天全

副武装地奔走在井下综掘工作面的各个作业

现场，他们就是有着矿井安全“哨兵”之称的

安监站盯面一队乔军班组。

作为综掘工作面上的盯面队，乔军班组

共有 26 名成员。班长乔军说：“每一条安全

制度、每一个作业规定，都是用血淋淋的教训

换来的。盯面队的安检工必须时刻准备着，

对每一个‘不安全’吹响‘叫停哨’！”

安检工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儿，除了每

天要 8小时坚守在工作面“眼观六路、耳听八

方”，执行起对不安全行为、隐患问题的处罚

时，时常会遭到当事人的不理解。为了让员

工“懂安全、重安全”，必须在“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上想办法。

乔军班总结多年的工作经验，形成了一

套“3 个 三 ”工 作 法 ，即“ 三 快 ”“ 三 狠 ”“ 三

勤”。“三快”是要嘴勤快、眼勤快、腿勤快，这

样才能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制止隐患；“三狠”

是指处理违章时要说得狠、罚得狠、制度狠，

这样才能让受罚者深刻认识到“不安全”会付

出沉重的代价；“三勤”是指作为安检工要勤

学习、勤思考、勤宣讲，这样才能让受罚者明

白到底“错在哪”“该怎样做”。

为了尽量避免工作面搬家期间大型设备

回撤可能引发的事故，乔军班还将同类事故

案例整理成易懂、易会的安全小故事、安全工

作口诀，并组织安全骨干、优秀党员走上安全

讲台到各个基层区队去进行安全宣讲。今年

以来，他们已开展各类安全宣讲 90余次。

只要涉及安全，就好像怎么做都不够。

乔军班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作需要，把安全学

习、素养提升作为班组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他们利用每天班前会集中学习各类安全

专业知识；利用班后会和业余时间不断翻看全

国煤炭行业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并与日常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相结合，进行分析总结。

他们定期在班前会、微信群里开展岗位

知识练兵、工作研讨交流，将被动学习变为主

动学习。他们还在井下定期组织开展现场教

学活动，在乔军的带领下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提升练就的过硬素

质、过硬本领是他们在井下站好“安全岗”、吹

好“安全哨”的依托，也让他们收获了矿井安

全管理“模范班组”、学习型班组创建“最优班

组”等荣誉称号。

人机接力

4月 18日，中国化学工程第六建
设有限公司装备科技公司工人在襄阳
生产基地，为矿资源创新节能深加工
项目的核心换热类设备衔接口收尾。
因设备外形特别、制作工艺复杂，需要
自动焊接、人工焊接“接力”完成。

郭志宽 康田 摄

4月 21日，钱江源公路自行车赛开化站开赛。作为此次
骑行途经的桃下线是浙江开化县城通往多个乡镇的交通要
道。该县于1980年在公路两旁种植水杉，经过40多年的精心
养护，水杉郁郁葱葱，侧分的枝丫在空中盘绕形成一道拱门。
人们穿行其间，就像进入了绿色世界。 徐曙光 余坚 摄

盯面队：不懈怠的地下“哨兵”盯面队：不懈怠的地下“哨兵”

漂亮的“雨后安全保卫战”漂亮的“雨后安全保卫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