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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景泊

第一次见到中铁大桥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连镇铁路五峰山大
桥项目部总工程师李奔琦的时候，
大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是这位
皮肤黝黑，戴着黑框眼镜的湖南汉
子依旧在现场和建筑工人探讨各种
技术环节的问题，工人们的技术疑
问，在李奔琦极具亲和力的言语中
瞬间完成。“建桥让我有成就感！”

参加工作 13年来，李奔琦参建
了 4座不同类型特大桥梁的建设，
他凭借丰富的大桥建造实战经验和
精湛的技术，先后获得了中国中铁
科技进步特等奖、中国钢结构协会
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等9项大奖。

梦想需要“磨炼”

在李奔琦简易的办公室内，除
了墙上密密麻麻的施工图，并不宽
敞的空间里面，堆满了五花八门的
桥梁书籍。“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成就
我的梦想。”李奔琦抚摸书本，谈及
过去，感慨万千。

1984年，李奔琦出生于湖南一
普通农民家庭，他的舅舅是当地一
名装修工。李奔琦从此与“建筑”
结下了不解之缘。高考后的李奔
琦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南大学土
木工程系。

大学毕业后，李奔琦实现了梦
想——进入中铁大桥局集团，并被
分配到福厦铁路闽江桥项目部。
很快李奔琦的“踌躇满志”就迎来
了挑战。“条件太艰苦了。”福建地
区夏季极其漫长闷热，住宿和饮食
条件都极其恶劣。巨大的工作压
力和恶劣的环境，使得初出茅庐的
李奔琦有点受不了。

这一切被李奔琦同在一个岗位
的大学师兄林俊平看在见眼里，给
他主动担负起了李奔琦导师的担
子。李奔琦记得，有一次 37度的高
温，桥面温度已经超过 44度，但他
发现身边已经浑身湿透的林俊平却
若无其事，工作起来依旧干净利
落。突然，他觉得这些平时不显山
露水的师兄很“伟大”，从最初的认
知，到对这份职业的尊敬，仅仅是在
这短暂的过程当中。

在闽江大桥上的锤炼，让李奔

琦顺利实现了由一名学生到社会
人的身份转变，更实现了他从一名
普通学徒到一名优秀大桥技术员
的演变。

不断奋斗，挑战自我

“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
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
奋斗。”这句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
生的话一直是李奔琦的座右铭。

在同事们的眼中，除了夜间读
书学习，如今已经身为“总工程师”
的李奔琦白天几乎很少待在办公室
内，而是依旧在一处接一处的施工
工地上来回跑着。

2015 年 10 月参与连镇铁路五
峰山长江特大桥建设后，李奔琦先
后任分部副总工程师、分部总工程
师。凭着自己对工作的热爱、对专
业的钻研，求真务实、勤奋进取的工
作作风履行岗位职责。通过优化施
工方案，改进施工工艺，为项目顺利
开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担任连镇铁路五峰山大桥项

目部总工程师期间，南锚碇作为全
线施工关键点，面临施工场地狭小，
嵌岩深，基坑开挖深，周边环境复杂
等诸多不利因素，施工难度大，工期
不可控。李奔琦翻阅资料，在大量
试验的基础上，与项目团队研究确
定采用地连墙支护保证基坑安全顺
利开挖，而采取冲击钻引孔配合铣
槽机成槽解决地连墙嵌岩深的难
题，而通过预裂孔控制爆破技术最
大限度减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烈火炼真金。13年夜以继日的
奋斗，李奔琦参与空心墩墩帽底模
优化施工，创新性采用预制混凝土
盖板作为底模，提高了施工效率，降
低安全风险，获得专利一项；主持优
化南引桥公路梁移动模架施工，成
功克服桥面宽，梁高矮等困难；优化
主缆索股架设工艺，由初期一天才4
根提升到平均 6根一天，工期提前
一个月；改进索夹张拉工艺，将索夹
张拉工艺改为所有张拉杆同步张拉
工艺，同时对拉伸器进行改进，有效
保证了张拉质量。

李奔琦：建大桥让我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胡冰心 本报通讯员 崔永兴

在中铁大桥局集团连镇铁路项目经理
部二分部常务副经理杨忠勇的眼中，五峰山
大桥是有生命、有温度的，他的使命就是和
大桥共同成长。

今年42岁的杨忠勇是南京人，学习铁路
桥梁专业的他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中铁大桥局
工作，先后全程参与了6座大桥的建设。“记得
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对我们说，我们设计生产
的‘产品’有自己的特性，就是不可流动性，所
以也决定了桥梁人只要产品在哪里就要去向
哪里。”杨忠勇在五峰山大桥旁简陋的办公室
里，回忆起从求学到工作的点点滴滴。

“2015年 10月中旬，我和同事们作为五
峰山大桥的第一批建设者进场，到现在已经
过去整整 5年多了。”打开记忆的匣子，那些
和五峰山大桥一起度过的岁月在杨忠勇的
脑海里翻腾着。在他看来，大桥横架长江，
天堑变成通途，正因为这一目标让天南地北
汇聚而来的建桥人共同奋斗。他所在的二
分部主要负责五峰山大桥南锚碇到南引桥
部分的施工、行政等，建设过程中工人最多
的时候有 700多人。“没有先例可以借鉴，没
有模板可供复制，所有的办法都是我们靠自
己摸索和实践出来的。”

谈到施工中最难忘的经历，杨忠勇一下
打开了话匣子，五峰山大桥南锚碇位于山坳
间，采用世界最大的山区锚碇扩大基础。南
锚碇为重力式锚碇，施工分地下、地上两个
部分，锚碇地下部分叫锚碇基础,需向下开
挖，最大开挖深度达38.4米。开挖的过程历
尽艰辛，在采用大型铣槽机施工过程中，南
锚碇地连墙基岩强度高，底部达到 60兆帕，
导致铣槽机在刚开始的施工中设备磨损严
重，单个成槽时间达 5至 10天，工期得不到
保证。“因为山体地质不均匀，有的区域比较
松软，有的岩石却异常坚硬，且山壁陡峭，机
械施工难度大。项目部创新性地改进施工
工艺，获得了江苏省2018年度唯一一个省级

重点工程先进操作法，并申报了专利。”言谈
之中，他满满自豪。

从进场时的荒山，到大桥雄姿初现，到
如今的顺利点灯，五峰山大桥就像一个孩
子，在杨忠勇和同事们的精心呵护下不断成
长。作为一个大桥建设者，大桥，就是他一
辈子的梦想所在。

“桥在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他说，
上一座大桥的建设地点是在岛上，一天他突
然接到妻子说女儿生病住院的电话，“那是
最无助的时候，岛上交通不便，出岛的船只
每天只有几班，等我请假辗转回到家时，已
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提到心中最柔软的
地方，杨忠勇一下陷入沉思，“工作以来，最
对不住的就是家人，近几年小女儿的到来，
让妻子和家里老人更辛苦了。”在工地的日
子，都是 24小时连轴转，几个月回不了家已
经是家常便饭。

正是有无数个杨忠勇这样的大桥建设
者，他们在骄阳中挥汗如雨战酷暑，在寒风
中裹衣前行拼速度，为大桥建设奉献青春与
汗水，在风高浪急中将天堑变通途的建设
者，从质量保证到攻克技术难题，让世界看
到了“中国速度”。

“五峰山大桥是世界第一，其实对于我
们每一个参与的建设者来说，何尝不是我们
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呢？”杨忠勇说，这是他生
命中最值得记忆的日子，也是他工作中不可
磨灭的印记。

杨忠勇只是大桥建设者的一个缩影，
他们逢山开路越天堑，遇水架桥绘彩虹，书
写着桥梁建造传奇，演绎着敬业奉献的动
人故事。他们在平凡岗位，在祖国需要的
地方，风雨兼程，他们用奋斗书写人生，把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熔铸到共筑中国梦的
历史征途之中，推动着一张张“国家名片”
砥砺前行，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看到从

“质量保证”到“技术难题”的突破，诠释着
新时代下中国人奋力奔跑追梦圆梦的奋进
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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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网建设不断完善。目前
丹阳已形成“一横两纵”高速公路
网、“三横两纵”对外国省干线联通
路网。其中，“一横”是沪宁高速，
在我市境内有 3 处互通（河阳、大
泊、陵口），已实现向北 1 小时到达
南京、向南 2.5 小时到达上海；“两
纵”是常泰高速和泰镇高速，已实
现跨江与苏北泰州方向1小时的快
速通达。“三横两纵”对外国省干线
联通路网，其中，“三横”是国道
312、省道 122 和省道 340，国道 312
和省道 122 向西快速通达南京方
向、向东可通达苏锡常、上海方向；

“两纵”是省道357和国道346，省道

357已实现我市城区与常州机场30
分钟的快速联通，国道346能够北接
镇江新区、南接常州。

铁路建设取得新突破。铁路方
面拥有3条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
电气化铁路于一体的综合铁路网体
系，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80多公里，
最高时速提高至300公里/时。丹阳
站、城际站、丹阳北站相继建成，铁
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显
著增强。

水运建设实现跨越发展。目前
共有等级航道 5 条、119.54 公里，等
外级航道37条、235.84公里，航道总
里程达到355.38公里。大运河航道

“四改三”、丹金溧漕河航道“五改
三”后，航运船舶通行能力由原来的
500 吨级和 300 吨级提升至 1000 吨
级，船舶通过量分别达到 1.65 亿吨
和 0.95 亿吨，干线航道通航保证率
保持在95%以上。

运输产业实现质的提升。实施
《公交全域线网优化方案及智能升
级》，公共交通增至 404 辆车、76 条
线路，总里程达1501.6公里，线网密
度提升至 3.2 公里/平方千米。建
成客运站 11 个，公交首末站 12 个，
年运送旅客1778万人次，三级公交
网络实现了城区和所有行政村全
覆盖。客运班线发展显著，开通运

营51条线路，通达苏、浙、鲁、皖四省
26个城市，实现13个地级市实现全
覆盖。

农村公路品牌获表彰。打造
“镜彩农路、丹凤朝阳”特色品牌，
相继被评为全国、全省首批“四好
农村路”示范县。2017 年以来实施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46 条，65.6 公
里，完成危桥改造 8 座。加强 103
座县道公路桥梁的日常养护检查、
病害维修等工作；理顺了县道管养
事权；探索建立“路长制”管理机
制，实现常态化、长效化管理；建成
丹阳路网应急指挥中心,提高了应
急保障能力。

万里长江滚滚东去，千年运河穿城而过；沪蓉高速车来车往，最美农路扮靓乡村；常州机场坐落境内，城际高
铁连接全国。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位置，物华天宝的厚重人文历史，加上多年来丹阳交通人荜路蓝缕、不懈奋
斗，丹阳已经构筑起“水陆空”立体交通格局，从而铺就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快速通道。

构筑“水陆空”立体交通格局
铺就“高质量”发展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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