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团开展施组及专项
施工方案编制首期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苗家

一） 为进一步夯实集团技
术人员专业基础，近日，集
团在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
项目组织开展了“施工组织
设计总设计编制要点”培
训，各单位项目技术总工、
技术人员通过线上、线下形
式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从施工组织
总设计编制需参考的相关
规范规程及各类文件、施
工策划部署的思维与方
法、实际工程案例解读三
个方面出发，重点讲解了
施工组织总设计与施工组

织设计、方案在编制内容
及深度上的主要区别，如
何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好施工工序、方案，以及做
好施工组织、部署对整个
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培
训结束后，大家一同走进
工人体育场建设现场进行
观摩。

接下来，集团公司将
结合相关规范标准与施工
现场实际情况，定期组织
开展相关培训，不断提升
一线技术人员业务水平，
积极推进学习型企业建
设，助力企业发展。

近日，由资源公司打造的平谷区首个建
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目———夏各庄建筑垃圾
资源化处置中心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任务，正式封场撤离。

随着夏各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中心完
成任务，由资源公司打造的更便捷、更灵活的
建筑垃圾模块化处置线正在平谷区不同方位
相继涌现，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的新序幕正
缓缓拉开。

全面摸排 精准“把脉开方”
随着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持续深入，平谷区坚决实行“拆违腾地保障
减量发展，坚定消减存量违法建设”，仅
2020年，平谷区拆除违法建设面积达107万
平方米，腾退土地面积141公顷，共产生建
筑垃圾超过150万吨。

面对当地建筑垃圾在短时间内呈现
“爆发式”增长的现状，为了更好、更快地处
置好这些建筑垃圾，资源公司平谷项目管
理人员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先后深入到18
个乡镇街道、274个村庄展开摸排调研，并
认真做好各地建筑垃圾成分分析。
“平谷建筑垃圾分布在各个乡镇，聚集

度极低，管理难度大，很多地方出现了生活
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合堆放的现象，这给我
们后续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平谷区项目
负责人介绍。而且，项目人员通过调研发
现，个别乡镇距离处置中心超过了40公里，
仅运费就超过了处置费用。

新问题呼唤新思路，为破解当地建筑垃

圾处理困境，资源公司根据摸排、调研得出
的建筑垃圾存量、增量数据库，创新性地提
出改变当地建筑垃圾集中处置模式，在整个
平谷区建立起建筑垃圾“动态”生产线。

动态布局 垃圾就近处理

“一条完整的建筑垃圾综合处置线从建
立到投入运营一般需要4至6个月时间。而建
筑垃圾模块化处置线从设备进场及安装调试
完成仅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土建工作量减
少了，成本降低了，而且还可以快速形成生产

能力。”项目负责人介绍。
有着“变形金刚”之称的建筑垃圾模块化

处置线在1500平方米的场地空间内即可实现
布置，并根据现场条件进行直线型、“L”型、“Z”
型、“C”型等多种布局调整，真正实现了随时随
地可以“变”出一整套建筑垃圾处置工艺线。

建筑垃圾模块化处置线不仅安装便捷，
而且根据现场建筑垃圾总量，可以随时进行转
场，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运
距，有效降低运输成本50%以上，同时避免了道
路遗撒、道路运输安全等问题，实现了建筑垃圾

就地处理、再生产品就近应用。
与建筑垃圾综合处置线相比，建筑垃圾模

块化处置线在处置能力上也毫不示弱。目前，
资源公司已经在平谷区夏各庄镇、王辛庄镇、金
海湖镇等多地设置了建筑垃圾模块化处置生产
线，据现场统计，其建筑垃圾年处置总能力可达
130万吨，与单一的建筑垃圾综合处置线相比，
年处置能力提高了86%。

技术领航 助力生态平谷

目前，资源公司在平谷区应用的建筑垃圾
模块化技术已迭代升级至第六代，经鉴定达到
整体“国际先进水平”，创新性的模块化结构设
计达“国际领先水平”，并成为第一批入选生态
环境部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的先进适用技术。

在该项技术的支撑下，平谷区建筑垃圾模
块化处置线可将建筑垃圾的再生产品杂质含
量控制在0.3%以下，资源化率可达95%以上。
其所生产的还原土、再生骨料及再生水泥制品
等，将回归应用于区内道路铺筑、房屋翻新以
及8000余个农村大棚改建等农业项目之中，真
正实现了处置能力、工作性能、环保标准“不打
折扣”。

接下来，资源公司将灵活调整处置能力，确
保年底前完成当地建筑垃圾存量的处置工作，
2022年实现区内建筑垃圾年产年清，杜绝建筑
垃圾“二次搬家”，做到建筑垃圾不出区、资源化
处置全覆盖，实现“建筑垃圾产生—资源化处
置—再生产品回归应用”的有效闭环，全力打造
平谷区建筑垃圾处置新生态。

黄依依

本报讯 （记者梁丽光）4月17至18日，
2021年第十三届中国环境产业大会在江苏
宜兴举行，修复公司应邀出席大会并荣获
2020年度绿英奖———“环境修复综合服务
标杆企业”荣誉，这是修复公司第8次荣膺
该奖项。

本次大会以“绿产业、标准化、再循环、
碳未来”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探索产业创新、
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环保产业多领域融
合、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2020年，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修复
公司坚持创新引领、价值引领，有力开展疫
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一年来，企业生态
治理和技术服务业务能力显著增强，精细
化管理和履约水平明显提高，整体经营情
况逆势向好，营业利润增加6.6%，专利授权
数量突破120项，污染场地安全修复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通过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认证。同时，修复公司着力
打造行业“生态圈”，成功主办“环境修复系
列云课程”，联合行业知名专家构建线上知
识社区，行业直接受众超过9000人次。

修复公司代表上台领奖（左三）。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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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加江
通讯员孙晶莹） 近日，技
术公司以“聚焦零碳智慧”
为主题，举办了为期两天
的“绿色大讲堂”。

此次大讲堂涵盖了
国家政策研究、行业发展
动态、供热先进技术以及
减排实施路径等多项内
容。研讨会上，相关专家
针对“零碳供热”实施方
案及路径问题，从区域电
气化供热、智慧供热、能
源革命等多个角度，提出
了相关的可行性方案和
管控技术；相关企业代表

深入研讨了新形势下供
热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并从精准供热、精细
化管控等多个方面分享
了相关节能措施及未来
应对举措。

此次专题研讨，既帮
助大家及时了解了前沿动
态，也拓宽了专业人员的
管理思路和实操思路。技
术公司将进一步推动智慧
供热运营体系建设，加大
新型低碳能源技术研究，
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
零碳、智慧、高效的清洁供
热之路。

探索建筑垃圾处理新模式

资源公司“动态”生产线布局平谷

技术公司举办
“聚焦零碳智慧”专题研讨会

本报讯 （记者李培媛
通讯员丘盟）近日，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
布了2020年度预拌混凝
土企业质量状况评估情
况。集团3家单位7个站点
被评为“2020年预拌混凝
土‘低风险（优秀）’企业”。

本次质量评估中共有
12家单位和站点被评为
“2020年预拌混凝土‘低风
险（优秀）’企业”，其中包含
集团都市绿源、新材建恒
站、新材通州分公司、新材
建威分公司、新材六建混凝
土分公司、高强公司第一搅
拌站、高强公司马驹桥分站

等7家单位和站点，占总评
比半数以上。本次质量评估
工作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发起，按照《关
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
质量管理的通知》，对涉及
全市正常生产的108家预拌
混凝土企业及站点进行检
查、评估。

2020年，各单位按照
集团相关要求，严格落实质
量管理主体责任，不断完善
管理信息平台、企业试验室
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落实
企业自查自纠工作，弥补管
理漏洞，及时消除质量隐
患，确保企业平稳前行。

集团3家单位7个站点获评
预拌混凝土低风险优秀企业

李夏杰，中共党员，工程师，入职以来先后
参与了X81R1安置房、北京同仁堂大兴生产基
地、海南海石滩贰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东航
基地等多项工程建设，现任北京工人体育场改
造复建项目生产经理。

天刚蒙蒙亮，李夏杰已经从2公里长的现
场环路巡视一周，回到了办公室。“2895、2897、
2762……这些基础桩施工已经完成，需要核实
一下相关材料。”“上午9点召开钢结构研讨会，
需要做好相关协调工作。”“三个区域对照进度
计划，做好人材机的下一步部署。”……来不及
休息的他，又开始着手制定起了新的工作安
排。新的一天，就在这紧张忙碌中拉开了序幕。

匠心·跑出工体“加速度”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总建筑

面积38.5万平方米，计划于2022年12月交付
使用。改造完成后，工人体育场将由综合性
体育场转变为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
业足球场，承担着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
决赛等重要场次的举办任务。

面对着工期紧、任务重、建设意义重大的

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作为生产经理的李
夏杰始终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现在项目
正式进入了攻坚阶段，哪一环出错都会制约整
个施工进度。”眼里布满血丝的李夏杰一边察
看现场进展，一边介绍着。前一天夜里，他带着
值班人员对现场进行了突击检查，一直持续到
了凌晨。
“哥们看着脚下啊，慢点呀！”看着一名工人

不小心将旁边一个降坑踩塌一角，李夏杰大声
地提醒着。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作为大型
公建，现场的电梯坑、积水坑、蓄水池等降坑达
2000余个。“最大的降坑能有200多平方米，最
深的达到4米，而且连坑众多，尤其是看台区，每
1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会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降
坑。”李夏杰无奈地介绍着。不仅如此，现场看台
区基础施工刚好位于4米深的砂层上，作业人员
稍不注意就会对降坑坡面产生扰动，出现塌落，
而塌落的部位需要使用混凝土进行补平。
“这样的损耗谁也承担不起。”为了尽快完

成好现场降坑施工，李夏杰一方面组织好现场
施工人员交底，要求出现作业面后尽快完成相
关施工；另一方面，他积极与技术人员进行沟
通，对于不能立即完成的降坑，通过钢筋网片进
行保护。

从15天拆平工人体育场到利用每天夜间
仅有的6个小时时间，快速完成170多万方土方
外运，再到如今1.1万根工程桩完成、10万方槽
间土完成清运、球场底板浇筑完成……正如李
夏杰所说，“工作只要不断做‘减法’，不论现场
有多难，一定能克服。”

用心·做好现场“大管家”
夜里11点多，完成一天中最后一次现场检

查的李夏杰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对于他而言，这
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打开设计发来的最新电

子设计图纸，一边研究，一边做着笔记。由于工体改
造复建涉及工序众多，很多工序做法也在随着现场
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在李夏杰的电脑里，存储
着设计发来的各个工序最新设计方案十余版，上千
页方案、数万种节点大样都需要他尽快熟悉。
“不要把自己当成‘领导’，有的地方我可能

还没有专业队伍里的施工人员懂得多。”李夏杰
笑着说道。为了做好工体现场的“大管家”，李夏
杰选择了他认为最“笨”的方法，仔细研究每一
页图纸，并与现场施工部位进行对照，遇到专业
施工的地方，他就提前向不同的施工专业人员
去咨询，然后自己根据大家不同的看法和现场
实际进行总结。工体改造复建项目地上结构施
工涉及大量清水工程，对于第一次接触清水混
凝土的李夏杰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什么
是数控机床、模板该怎样加工、钢筋绑扎有何不
同……自从清水团队进场以后，李夏杰就化身
成了“清水大师”李东后面的“小学生”，每天总
是抽出时间去找李东坐一坐、聊一聊。

今年以来，随着现场工作面的逐渐铺开，作
为现场“大总管”的他更加忙碌了，每天休息时
间不足五六个小时，4个月的时间，整整瘦了20
斤，而他却说，“只要能把现场管好，进度、质量
跟上去，这一切都值了。”

操心·当好队伍“老大哥”
工体改造复建项目生产管理人员总计14人，

其中“90后”有9人，83年出生的李夏杰自然而然
地成为了大家的“老大哥”。
“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攻坚战，每个人都面临

巨大的身体、心理压力，能坚持到现在的都是‘好
同志’，我绝不能放弃他们。”李夏杰认真地说道。
为了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作为“老大哥”的李夏
杰，也是操碎了心。

在李夏杰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特殊的桌子，

那是他特意准备的。不定期组织大家一起聚个餐
或者为加班的人订份外卖，已经成为了李夏杰的
习惯，每个月下来，总是要花费一两千元在吃饭
上，虽然大家多次提出一起分担，但是都被他回
拒了。“通过这种形式和大家一起聊聊，增进了感
情，也能随时掌握大家心理动态，帮助大家解解
压。”李夏杰说。
“施工日志一定要简单明了，重点问题、重点

内容一定要突出。”“这份汇报单里的一些措词还
需要再调整。”“这个部位的材料还需要再详细。”
……为了让这些小兄弟们更好成长，李夏杰从施
工日志、报表等基础性工作教起，甚至自己为大
家做了一整套相关工作样板，让大家参考。“很多
坏的习惯，他们自身可能不会发现，如果不及时
改正，不仅会影响工作，还会对他们自身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李夏杰说道。

与对周边同事的无微不至相比，李夏杰对家
人的关心却显得少了许多。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居
住在山西老家，老大刚上小学，老二还不满一周
岁，今年以来李夏杰还未回去看过孩子。4月初，
妻子打来电话，老二生病住了院，李夏杰急得在
屋里来回打转，几次走到经理门前想要请假，可
是又退了回来。
“爸爸下周肯定回去，在家听妈妈的话。”这

样的话李夏杰说了多少遍自己也不记得了。“家
人为了支持我，付出了太多，等工体顺利竣工了，
我再好好陪陪她们。”李夏杰说道。

张振东

匠心逐梦书写工体“新答卷”
———记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李夏杰

打造国内领先的环境修复综合服务商
修复公司连续8次捧回“绿英奖”

本报讯 （通讯员王昕
李海旭）4月22日，集团公
司科学技术管理部联合城
乡集团组织开展了“纵肋
叠合剪力墙结构体系”线
上线下技术交流与施工观
摩。来自各单位的60余人
参加了线下观摩。

此次观摩的通州丁各
庄项目总建筑面积30.76
万平方米，为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预制率52%，装配
率为79.5%，项目建成后
可提供2197套公租房，是
北京市重要民生工程。该
项目是北京市首次采用竖
向构件的“纵肋叠合剪力
墙结构体系”工程，该技术
的应用标志着集团在装配

式住宅新技术领域又向前
迈出了重要一步。

交流会上，丁各庄项
目团队分别就项目施工
过程中涉及到的“纵肋叠
合剪力墙结构体系施工
技术”“地下结构跳仓法
施工技术”“施工云精装
修管理平台应用技术”等
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讲解
介绍，并现场演示了预制
构件对位、安装、精装修
一体化的施工过程。通过
现场观摩、讲解，参会人
员对“纵肋叠合混凝土剪
力墙结构体系”施工的安
装、节点处理等问题及装
配式装修有了更直观的
认识和理解。

集团技术观摩团
走进通州丁各庄项目

机施集团6人入选
中施企协科技专家库

本报讯 （通讯员马翠
娟）近日，中国施工企业管
理协会2021年工程建设行
业前沿技术交流暨科技工
作动员会在重庆召开，机施
集团高永祥、刘海龙、胡鸿
志、邹建磊、曹丙山、韩朋被
聘为协会科技专家，并成功
入选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行业专家库。

机施集团入选的6位
科技专家，均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长期从事工程施
工管理、科技质量管理和研
究，在多项工程建设中取得

优异成绩。经过中国建筑
业联合会严密审核，最终，
机施集团6人被确定入选
中施企协科技专家库。

中施企协科技专家团
队作为协会开展咨询、调
研、培训、管理与服务等各
项工作的专业支撑，是工
程建设行业科技人才的集
聚地，现有专家4000余名。
此次机施集团6人成为协
会科技专家，进一步增加
了机施集团与国内关联协
会合作交流的机会，提升
了企业的影响力。

平谷首个建筑垃圾处理厂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任务。黄依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