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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容易却艰辛

钟子琦

上图 张胜龙（右一）为来访者介绍在建地铁项目施工情况。

右图 张胜龙（左）和地铁项目技术员一起研究图纸。

李 艳摄（中经视觉）

徐伟男在赛事训练营展示烘焙技术。 严米金摄（中经视觉）

在安徽省合肥市地铁 6 号线项目肥西路

站施工现场，一位头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

正与 3 名技术人员交流。“盾构机掘进速度要

适当加快，出渣工作及时跟上，随时注意地

面沉降监测，确保月度计划顺利完成。”这是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张胜龙在工地工作的一天。

扎根一线 20 多年来，一直刻苦钻研，不

断探索创新，突破技术难题；凭借过硬的专

业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为我国城市地铁

轨道交通建设作出贡献⋯⋯张胜龙先后荣获

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南

京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铁建青年岗位能手

等荣誉。

精益求精谋创新

2001 年 7 月，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胜龙就

参建了中国铁建大桥局在南京的第一个地铁

项 目—— 南 京 地 铁 南 北 线 一 期 鼓 玄 区 间 项

目，从此便与南京地铁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地铁建设犹如打通地下交通网络，其难

度丝毫不亚于建设一座地下城市。

2016 年，张胜龙担任南京地铁宁溧线相

关标段项目经理时，面对的是工程危险源

多、施工风险大、周边环境复杂等难题。

面对诸多挑战，张胜龙决心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成立了张胜龙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抽调 13 名责任意识强、专业素养高、指

导能力强的技术骨干，与张胜龙一起与各部

门协调谈判，快速推进项目。最终，他们用

多个不眠之夜换来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和一

揽子合理化建议，用一个个“金点子”突破

了一项项技术难题，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张 胜 龙 深 知 ， 推 进 工 序 创 新 、 技 术 创

新，工程才能创优。在南京地铁宁溧线项目

中，盾构机掘进时，如果采用渣土改良技

术，通过向刀盘前、土仓和螺旋输送机内注

入泡沫，利用刀盘的旋转搅拌、土仓搅拌装

置搅拌和螺旋输送机旋转搅拌，能使添加剂

与渣土混合，有效控制地面沉降，实现区间

施工全程无间断掘进。时任该项目副书记兼

办公室主任的高志启说：“张胜龙运用创新方

法，解决了很多工程难题。”

张胜龙还创新采用新型惰性浆液注浆技

术，在增加浆液可调性、流动性和充填性的

同时，减少地层应力释放和变形，有效防止

盾构机在城市主干道下施工时带来的地面沉

降，成型隧道渗漏水等问题。

正是因为张胜龙在项目建设中的诸多创

新做法，南京地铁宁溧线项目仅用了 18 个月

就全部完成。该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南京市优质工程奖“金陵杯”、江苏省优质工

程奖“扬子杯”等奖项。

张 胜 龙 的 创 新 做 法 都 浓 缩 在 “ 时 间 占

满，空间占满，质量可控”这 12 个字中，包

含着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及时调整施工步

序、完善施工流程、狠抓施工质量等内容。

近年来，由张胜龙和创新工作室推出的成

果《复杂条件下地铁区间隧道的施工技术》，荣

获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地铁车站侧墙

砼外观质量控制》获中国建筑业协会全国工程

建设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三等奖。

方案优化显匠心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设计施工方案，随着

设计理念和技术的进步，总会有更优的设计

施工方案产生。”张胜龙说。

2013 年，张胜龙参建南京地铁 4 号线工

程，担任项目经理。随着该项目隧道工程的

推进，新的难题不断出现：软土地层“防栽

头”姿态控制，上软下硬地层的防沉降，粉

质黏土地层的“结泥饼”，长达 800 米的地下

水喷涌治理和长距离硬岩掘进⋯⋯这些问题

让张胜龙彻夜难眠。

为解决难题，他认真研究起金马路站至

汇通路站区间的地质详勘报告，并进行实地

考察和补勘工作。经过多方面详细论证，他

主张改变 1.8 公里隧道的施工方法，由矿山法

调整为盾构法。这一创新既能实现新老工程

的无缝对接，又对现有人力资源进行了充分

利用，最终隧道工期提前 15 天完成。

因为热爱，所以拼搏。这些年，张胜龙

参与过的地铁隧道施工项目不下 10 个，参与

管理的地铁项目超过 20 个。这些项目都成为

他事业不断进步的见证。

伴随着中国轨道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

地铁施工也在不断优化更新。“为

了适应新材料、新工艺，我四处学

习取经，硬是把新技术一点点地

‘啃’了下来。”张胜龙说。

2017 年，在南京地铁 7 号线项

目施工中，张胜龙带领团队彻夜赶

工，优化方案，调整仙新路站的位置，将其

向南平移 1.5 米，减少了该站北侧自来水管线

迁改的工程量，同时又能扩大施工作业面。

此举不仅节省了近 3 个月的工期，还节约了

管线迁改费用。然后，他又优化该站交通疏

解方案，将其改为单向单车道通行，仅这一

项 优 化 就 为 项 目 节 省 近 1000 万 元 的 施 工

成本。

同事眼里的张胜龙，性格随和，平日里

总是笑呵呵的，但做事情特别有原则、有想

法、有干劲。“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在他那

里总能快速解决。”时任南京地铁 7 号线项目

技术员修建说。

精细管理防风险

道 路 不 断 发 展 ， 列 车 一 路 向 前 。 多 年

来，从技术员到工程部长、常务副经理，再

到项目经理、公司总经理，张胜龙始终坚持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追求卓越，打造高

品质工程。

南京地铁 7 号线马家园出入段线项目施

工工艺复杂，涵盖矿山法区间、盾构法区

间、明挖区间，线路依次下穿京沪铁路上行

线铁路区、南京东编组站咽喉区、京沪铁路

下行线铁路区等 15 条运行线路，其中，南京

东编组站单日运行车厢达 1.2 万节次，施工风

险巨大，对施工组织、管理水平要求极高。

张胜龙与项目党支部书记申军波牵头，

带领班子成员提前筹划，科学部署，制定了

一整套全面细致、切实可行的标准化管理制

度，并督促全员要学习到底，执行到位。

一个炎热的傍晚，掘进工班的工人张守

在工作完成后，将手推车往砂堆旁的空地一

掀，车上的大锤、铁锹等工具落了一地。这

一幕正巧被张胜龙看到，他叫住张守，又重

复一遍项目管理要求，让他按管理办法摆放

好工具。张守一听就急了：“在隧道里干了一

天活，出了一天汗，现场工具摆放差不多就

行了。”张胜龙坚持奖罚制度，让张守当场交

罚款，并让他把散落的工具按要求摆放整

齐。事后，张胜龙找到张守解释原因，得到

张守的理解。通过一件件类似“工具摆放”

这样的小事，项目标准化、精细化管理逐渐

步入正轨。“面面俱到的工作要求和事无巨细

的精准管理。唯有如此，工程才能精准、安

全、高效。”张胜龙说。

张胜龙在工作过的每一条隧道都留下智

慧和汗水，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新时代的劳

模精神。“能够为国家轨道交通建设事业奉献

青春和力量，在地铁施工领域编织大地经纬

是 我 的 梦 想 。” 张 胜

龙说。

身着厨师服、头戴厨师帽，麦子熟了烘

焙学院导师徐伟男站在料理台前，开始了教

学课程。他一边将发酵好的面团一点点拉

出膜，一边向学员们讲解面粉筋性⋯⋯

“很多学员都是冲着徐伟男来的。”麦子

熟了烘焙学院运营总监卉子说：“这些学员

大多是从业多年的老师傅，要得到他们的认

可，没点过硬的烘焙技术可不行。”

今年 30 岁的徐伟男，自踏入烘焙行业

以 来 ，始 终 刻 苦 钻 研 ，努 力 练 就 过 硬 本

领。在 9 月 16 日至 19 日举办的全国第二

届职业技能大赛上，他摘得烘焙项目比赛

金牌。

回顾多年的烘焙经历，徐伟男腼腆一

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不断钻研、熟能生

巧。”他 2009 年进入烘焙行业，从每天擦几

百块烤盘做起，跟着老师傅学习各种技艺，

熟悉配料、搅拌、发酵、整形等面包制作各个

环节。他一点点地积累经验，熟练掌握了不

少技术。

随着烘焙学习越来越深入，他发现烘

焙的世界奇妙而又广阔。为了精进技术，

他前往北京寻求发展机会，全面提升职业

技能。

“烘焙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不

仅仅要求工艺和手法的娴熟，更多讲究的是

精选食材，甚至每次面粉温度不同，都会影

响面包口感。”徐伟男说，学习一定要肯思

考、善钻研。

在北京学习工作期间，徐伟男从只需要

“会做”，到开始了解“为什么”。各种干性材

料、湿性材料如何配比，柔性材料、韧性材料

怎样发挥作用，如何把控发酵过程，如何利

于面筋形成⋯⋯他买来各种烘焙书籍，结合

实践学习理论。

攀登，永无止境。除了在技术上有所

提升，徐伟男还有更深的体会：作为一名

出色的烘焙师，需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这 激 励 他 持 续 学 习 新 东 西 ，不 断 研 发 新

产品。

在烘焙行业，偶尔做出一次好产品并非

难事，但一直都要保证高品质则着实不易。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是徐伟男坚守的理念。

他深知高超技艺对产品品质的重要性，坚持

在每天的工作中找到可改进的细微之处，只

为了制作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面包”。“始

终保证高水准的秘诀就是追求完美，总有一

些环节能够做得更好。”他说。

能力很强、经验丰富、热爱烘焙行业，是

很多人对徐伟男的印象。2019 年，卉子邀

请徐伟男加入团队，到江西鹰潭市创办麦子

熟了烘焙学院，开设了线上线下各类课程。

自此，徐伟男一边专注研究烘焙技术，

不断提升自己能力，一边努力做好教学工

作，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徐老师对技术的钻研近乎痴迷。看起

来很简单的发酵环节，他结合不同温度、不

同湿度、不同空间，以酵母用量进行讲解，深

入浅出，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来自河北沧

州的学员白帆说，“现在只要稍有疑问，就会

向徐伟男请教。”

徐伟男还带领学员们到国外游学，到大

师门店实习，到烘焙学校学艺，到原材料及

设备厂家参观，提升眼界和认知。

随着接触到的特色面包越来越多，并学

习到更多创意花式，徐伟男越发想要做出

“有独特中国味道”的面包。

徐伟男在分享创作时说：“我们博大精

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像是一个创意宝

库，很多神话、典故、历史都是我创作的灵感

来源，再结合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和食材，

把创意想法融入到作品中去。”

创新配方让面包

更有“中国味”。相比

于传统面包采用迷迭

香等西式香料，徐伟男

将紫苏、腊肠、孜然、酸

菜等食材，融入到面包

制作中。“最近做的一

款面包，加入了凤梨、

红胡椒料，形成酸甜均

衡的口感，很受女士欢

迎。”他说。

“烘焙产品是有周

期的，需要不断去揣摩消费者需求。”徐伟男

带领团队不断掌握新技术、研发新产品，面

包的口味、造型、文化，都要有一定的创新巧

思 在 里 面 ，受 到 消 费 者 欢 迎 的 产 品 也 是

如此。

日复一日，每天都在炽热的烤箱旁忙

碌，体能消耗巨大，徐伟男却乐在其中。“面

包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面包的事业是甜蜜

的事业。我将继续在面包世界中探索创新，

持续精进技术，不断地学习、尝试，积累、沉

淀，再学习、再尝试，不断突破技艺瓶颈，创

造出更多的惊奇和不凡。”他说。

烤 出“ 幸 福 的 味 道 ”
□ 本报记者 刘 兴

以 智 慧 和 汗 水 编 织 地 下 经 纬
——记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龙

本报记者 周 琳

“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

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

和互动引导活动近日在四川大

学举行。来自教育、文化、体

育、科技、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

的师生代表、青年典型等，讲述

了自己的青春追梦故事。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

因奋斗而升华。无论是科研攻

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还

是扎根基层，在艰苦环境和基

层一线中积累经验⋯⋯对于青

年来说，干事创业、成就美好生

活是一项长期追求，看似寻常

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

需要坚定目标，摒弃短期突击

的思想，既不好高骛远，也不躺

平摆烂，稳住心神和阵脚，敢想

敢试敢闯，不懂就学、不会就

练，不畏风浪、闯出新路。

事业是锻炼本领的沃野。

投身医疗卫生工作 27 年，第 49

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蒋艳持续

推动中国高级护理实践和循证

护理发展；“蜀道守护者”蔡东

洲，专注于古蜀道研究，一辈子

做一件事⋯⋯有事业心才能立

身立业。对于青年人来说，要

迈稳步子、夯实根基、久久为

功。心浮气躁，朝三暮四，学一

门丢一门，干一行弃一行，无论

为 学 还 是 创 业 ，都 是 最 忌 讳

的。要在具体实践中，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所在，

保持热爱、肯钻研，逐渐增长才干和智慧，在所处的

领域中有所作为，在岗位上作出贡献，在社会中实现

更大的价值。

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青年拥有广

阔的成长空间和优越的时代机遇。只要扎扎实实

干、点点滴滴做，行而不辍、步履不停，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抵达向往的

远方。期待越来越多青年人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

踏实地，不弃毫末之益，多积尺寸之功，保持推陈

出新的意识和干劲，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在

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以踏踏实实的作为实现梦想

与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