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座车站已实现封顶

今年，成都共有 8 号线二期、27 号
线一期、30 号线一期等多条地铁线路
在建，加上成资线、成眉线、成德线，可
谓火力全开。

“按照安排，目前第四期建设规划
及轨道交通资阳线等线路共有 3 万余
名建设者奋战在施工一线。”成都轨道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第四期建设规划及轨
道交通资阳线等线路已有 98 座车站封
顶。其中，19 号线二期、8 号线二期、27
号线一期和资阳线所有车站均已封
顶，已封顶车站中近70%的站点已进入
机电施工阶段；盾构已掘进完成设计
总量的80%以上，轨道铺设超过设计总
量的30%。

10年“老铁”坚守如一

“五一”期间，在成都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期工程新园大道站基坑施工现
场，30 岁的钢筋工陈云正熟练扭动扳
手，坚硬的钢丝在他手上宛如柔软的
细线，来回穿梭间就将钢筋绑扎得横
平竖直、整齐划一。“我从事轨道建设
10 年了，‘五一’还是上班，也想为自
己的父母、娃儿创造更好的条件。”作
为一名参与过成都地铁 10 多条线路
建设的“老铁”，说起这个“五一”坚守，
理由虽然质朴，但他手上的工作却没
有一丝含糊。和陈云一样，在新园大
道站还有 200 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

“‘五一’假期，新园大道站持续进
行 24 小时连续施工，力争在 5 月中旬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为盾构始发提供
条件。”成都轨道集团现场业主代表曾
勇介绍道。

“地下工作者”连续作业不歇班

向 下 ，向 下 ，再 向 下 ，每 向 下 一
点，气温和烦闷就增加一点，直至地
下 18 米，来到了轨道交通 30 号线一
期工程益州大道站至金融城北站盾
构区间。

密闭的空间、潮湿的空气、机器运
转产生的噪音和散发的热度，让整个
隧道提前入夏。然而这一切对盾构司
机黄波来说，却习以为常。“在夏季，隧
道内最高温度甚至可达到 40℃左右。”

提起今年的“五一”，黄波说：“我和老
婆都在同一个工地，‘五一’节大家一
起劳动，也算过节了。”

“盾构机一旦始发，施工人员就要
同机器保持同步，多名司机倒班，做好
连续施工。”业主代表曾勇解释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文／图

成立技术攻关小组
助力大运会场馆建设

记者走进位于同策路西侧、阳光
南路北侧的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龙
泉驿校区 1 号体育场馆，建筑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场馆的造型新颖别致，
结构形式复杂多样，工程把传统的红
砖青瓦与现代建筑艺术相互融合，具
备很高的辨识度。

“此次场馆建设中，我们首次采用
了预制混凝土弧形外围护墙板技术、
首次采用了 TCS 内模大跨度楼盖施工
技术，建筑内部多处采用玻璃屋顶自
然采光等绿色建筑设计理念，符合国
家践行绿色低碳的倡导。”田泽辉表
示，此外，还利用了智慧工地、BIM 等
数字化管控手段，全面助力工程建设
过程中“质”与“效”的提升。

当问及场馆建设难点时，田泽辉
说，“大跨度钢结构屋架的吊装技术、
预 制 混 凝 土 弧 形 外 围 护 技 术 ，以 及

TCS 内模技术等都是此次工程的施工
难点。”当时，田泽辉组织成立了技术
攻关小组，针对遇到的困难开展专项
技术攻关活动，对遇到的新技术问题
开展研究、试验、择优选择方案及开展
系列专家论证工作，最终形成了预制
混凝土弧形外围护技术、以及 TCS 内
模的关键技术并将其固化。

投身建筑事业10余年
从工程一线到技术骨干

今年 35 岁的田泽辉，热爱艺术，喜
欢摄影、唱歌、钢琴和吉他，也积极投身
建筑一线，被大家称为“建筑艺术家”。
他秉承着艺术与建设相融共生的初心，
听辨建筑自然生长的脉络，用钢筋、水
泥、混凝土奏出技术革新交响，打磨全

面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带领团
队攻克一道道重大技术难题。

带着初心和梦想，田泽辉从 2011
年正式进入成都建工二建，成为一名
工程技术员。而如今，他作为公司技
术中心部门负责人，承担企业工程技
术、质量、创新、信息化等方面工作，仍
然奋斗在科技攻关的最前线。

2015 年，四川省的第一个大规模
装配式建筑试点示范工程锦丰新城开
工，该工程建筑面积 52.3 万平方米，预
制装配率50%以上，当时为全国同期施
工难度最大、规模最大的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工程。当时，田泽辉带着技术
团队日夜兼程，通过 3 年的不懈努力，
取得了很多技术突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世芳
受访者供图

记者走进成都轨道交通建设施工现场

3万余名建设者“五一”坚守一线

田泽辉不仅热爱艺术，还是多项技术的攻关人，被称为——

在大运会场馆施工前线的“建筑艺术家”

可能我们的“五一”假期是奔赴景
点的憧憬，放松心情的闲适，而有那么
一些人，他们的假期是与钢筋水泥为
伴，与塔吊挖机并肩。他们，就是全市
正奋战在施工一线的3万余名轨道交
通建设者。

传统的红砖青瓦、别致的弧形建筑
外形、光线充足的玻璃屋顶⋯⋯这里是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龙泉驿校区1号
体育场馆，同学们正在火热地进行着篮
球、攀岩等体育活动。

“在今年7月，这里将作为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排球项目的训练场馆
投入使用。”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部门负责人田泽辉向记者介绍
道。5年前，田泽辉参与了该场馆的建设全
过程，对于大运会的到来，他分外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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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和同事正在巡逻

对于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
白莲池派出所民警王宇来说，今年的

“五一”假期是特别的。这是他最后
一次参与“五一”假期执勤任务，“我
当了 36 年的警察，能在退休前再为
辖区平安出一分力，我觉得很高兴也
很自豪！”

4 月 30 日下午 2 点，被称为“熊
猫警长”的王宇和同事正在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巡逻，今年“五一”假
期，他和同事每天都要坚守岗位，守
护所在辖区的平安，“这两天我们每
天是早上 7 点钟就上岗了，到岗以后
主要是在园区的入口处维护进入（园
区）的秩序。”

王宇告诉记者，成都熊猫国际
旅游度假区警务工作站的民辅警基
本都是早上 7 点上班，晚上七八点
左右才下班，他们每天除了重要点
位巡逻守护工作的同时，还会帮助

来到这里的游客和市民处理各种问
题，往往一天工作下来，走路的里程
都有十几公里。

记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日期
间，成都市成华公安为了为市民游客
营造良好、安全的游览环境，采取了
不少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依托智慧
公安建设，大幅增加智能感知源点
位，织密熊猫基地周边感知网，实现
可视化指挥调度；组织公安、交警、城
管、保安等力量，组建反恐防暴组、秩
序维护组、便衣反扒组、应急处置组
等 6 个工作组，并依托科技手段，采
取相应的外围游客管控模式，以应对
熊猫基地大客流量疏导分流；同时与
管委会、消防、应急、卫生等区级职能
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
管的工作局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图片由成华区公安分局提供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袁弘） 打造智慧科技园区，让数
字化赋能建筑，构建现代都市工业生
态体系——由成都传媒集团投资打
造的白鹭湾数字新经济科创园，在这
个“五一”假期不停工，为 5 月 6 日启
动 4 号楼地上施工这一节点而冲
刺。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250 多
名工人师傅和 40 多名管理人员来回
穿梭，紧锣密鼓地施工。

据记者了解，白鹭湾数字新经济
科创园项目占地面积41.3亩，总投资
10 亿元。项目位于锦江区三色路
333号，紧邻锦江。

项目建成后，将以集团智媒体前
沿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为引领，带动
国内外人工智能、5G+、电子信息、数
字文创等领域的先进企业聚集，催生
数字文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
成互利共生、高效协同、相互赋能的
数字文创生态。

园区以“数字之翼”为设计理念，

通过数字化赋能建筑等方式，让科创
园插上数字羽翼，将国际最先进的建
筑设计理念与项目“绿色低碳、智能
智慧”的园区定位有机结合，形成多
元融合、科技时尚、全时多维的数字
文创消费新场景，打造具有区域影响
力的“最具文创味的数字新经济智慧
园区”。

项 目 总 建 筑 面 积 14.7 万 平 方
米，计划于 2025 年 3 月竣工。园区
正式投入运营并达到成熟期后，年
产值预计将达到 20 亿元，年税收总
额 达 1 亿 元 ，间 接 带 动 就 业 岗 位
2000-5000 个，成为助力成都数字经
济建圈强链的重要载体空间和技术
创新平台。

“五一”期间，1号楼正在冲刺基础
底板施工节点，计划5月6日完成4号
楼正负零节点建设，即启动地上施工，
5月20日完成1号楼基础底板施工，全
力保障项目建设，确保节点工期顺利
进行。”项目负责人李代建表示。

记者在成都市全国重点乒乓球
运动学校乒乓球馆内见到张文华时，
运动员上午的训练即将结束，他挨个
检查着已经空出来的球台，让它们以
最标准的姿态迎接下一批运动员的
到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之一。成都
男乒主教练、前国手许锐锋正在一旁
的球台指导队员多球训练，看见张文
华接受记者采访，他也忍不住对记者
说：“‘张师’可是我们场馆的大管家，
每天最辛苦的就是他。”

“最近太忙了，又要布置大运会

的场馆，又要保障国家队在乒校的封
闭训练，没时间休息。”张文华已经十
几天没有回家了，一直住在市乒校的
宿舍里，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场馆为
运动员开灯、开启通风设备，训练结
束后检查完所有设施，关灯离开，他
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场地。

雨季快要来了，张文华离开球
馆后，马上又带着管道工人检查整
个园区的污水排放管道，以确保暴
雨来临时没有安全隐患。“我的工作
就是一些普通的工作，也很平常，我
自己没觉得有什么。我在场馆待的
时间比在家还多。”张文华说道。也
正因为如此，他是中国乒乓球队认
证的“馆家”。

在市乒校工作了 30 多年，他熟
悉这里的每一张球台，每一块挡板，
每一根电线，每一根管道。来到这
里的运动员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
遇到与设施相关的麻烦，都会第一
时 间 找 他 ，大 家 都 亲 切 地 称 他 为

“张师”。
去年成都世乒赛团体赛让世界

见证了“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特别是
参赛运动员对于赛场内的球台布置
赞赏有加，作为场馆工作人员之一的
张文华倍感骄傲。“去年成都世乒赛
的成功举办，圆了我一个在家门口见
证世界大赛的梦想。今年大运会我
也希望能站好这班岗，圆一个在家门
口见证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梦，职业
生涯就很圆满了。”张文华有些腼腆
地说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文/图

张文华每天既要布置场馆，又要保障球员封闭训练

站好大运会这班岗 他想圆梦职业生涯

退休前的最后坚守 每天步行十几公里

“熊猫警长”坚守岗位守护平安

这个数字新经济科创园“五一”施工忙

劳动是
耕 耘 和 创
造，也是奉
献与坚守，
有人坚守岗
位，尽职尽
责；有人默
默付出，尽
心尽力。每
一 位 劳 动
者，都在用
双手书写平
凡与伟大，
用 汗 水 谱
写 劳 动 者
的赞歌。

建设者们的假期是与钢筋水泥为伴

正奋战在施工一线的轨道交通建设者

田泽辉奋斗在科技攻关的最前线

张文华检查球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