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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黑龙江，湛蓝的天空下，广袤肥

沃的黑土地缓缓掀开“棉被”，嫩黄色的冰

凌花粲然绽放。

我国目前在建最北高铁——哈（尔滨）

伊（春）高铁的建设工地一派火热景象。呼

兰河上，桥墩破冰器分外醒目；庆安制梁场

的智能化保温棚内，一榀榀桥梁在蒸汽中

凝固成型；安邦河特大桥畔，桥墩如雨后春

笋般成排矗立……

能破冰的桥墩——
优化施工方案，改进装置设计

“同样的时间，在南方能建 5 公里，在这

儿只能建 1 公里，得想办法和天气抢时间。”

顶 着 寒 风 ，中 国 铁 建 大 桥 工 程 局 集 团 哈

（尔滨）铁（力）项目总工程师任广聆在哈伊

高铁呼兰河特大桥上忙碌着。

36 岁的任广聆是辽宁人，参与过很多

铁路工程建设，但来到黑龙江后，作为项目

质量管控、科研创新、施工组织的负责人，

这里的低温还是让他经常犯愁。任广聆

说：“同样的工程，气温适宜的南方可以全

年无休施工，可在黑龙江，零下 30 摄氏度的

天气没法动工，看着心里着急。”

任广聆带领大家制定了浅冬期的施工

方案，并开展项目技术重难点攻关。

首先是添置施工设备。任广聆从河南

调用了 6 套特制钢板桩，全都投用在呼兰河

特大桥。这种桩强度高、尺寸大，专门用在

涉水较深的桥梁。“南方的桥墩两套周转就

能满足需求，我用 6 套同时开工，作业效率

大大提升。”任广聆说。

更重要的是研制适用的破冰器。初春

时，融化的冰排顺流而下，对桥墩产生连续撞

击，会影响桥墩使用寿命和高铁运行安全。

任广聆曾见过有的大桥桥墩处有一种

用钢轨制成的破冰器，但因为接触面是钝

角，效果并不明显。他带着技术人员多次

与设计单位沟通，最终确定新的破冰体形

式：将桥墩与冰凌的接触面调整为锐角，并

采用混凝土与墩身统一浇筑。

这种破冰体结构减少了受力面积，有

利于分流冰块，减少撞击对桥墩的损伤；而

且整体性更好，有利于减少破冰体的松动

和破冰体与桥墩之间的开裂。

与大桥施工相比，路基建设时间更是紧

张，春天冻融期未结束不行，夏天下雨也不

行。“路基施工可以重新安排施工顺序，以往

打两排桩，改成打三排桩，效率不就提高了

嘛！”任广聆说，“现在，我负责的 2.8 公里路

基基础处理已全部完成，效率提高了一倍。”

任广聆每天在施工现场待 8 个小时，冬

春季节，25 米高的大桥上风很大，温度很

低。他说：“这桥上的梁、桥下的桩，我要盯

着才放心。”

“温室”里的桥梁——
搭建智能化保温棚，创新参数

计算方法

“智能化保温棚可以自动调节棚内温

度，冬天也不耽误制梁。这是智能化张拉

设备，输入公式代码，就可以自动生成计算

结果，保证桥梁应力达标……”在黑龙江庆

安县，聊起自己参与研发的几项成果，中国

铁建大桥局哈铁项目一工区技术负责人王

晓宇兴致盎然。

今年 28 岁的王晓宇是项目部里最年轻

的工区技术负责人。2022 年，他调任哈伊

高铁哈铁段五标项目部，负责安邦河特大

桥制梁和架梁工作。制作桥梁要使用钢筋

混凝土，可在黑龙江的高寒天气下，混凝土

凝固成了一个大问题。

“凝固和冻结是两个概念，冷空气看似

把混凝土冻结实了，但温度上升后就可能

变成废渣，所以必须要保证工作环境在 10摄

氏度以上。”王晓宇介绍，他从蔬菜大棚中

得到启发，带领大家用保温板搭建了 16 个

保温棚用来制梁。他们还在大棚里安装了

智能温控器，使棚内温度始终保持在 10 摄

氏度以上。“就算室外是零下 20 摄氏度的环

境，大棚内也能每天生产一榀桥梁。”王晓

宇说。

在棚里制梁要经过钢筋入模、混凝土

搅拌、混凝土浇筑、预应力施工、场内移梁

至蒸养棚、养护等多道工序，比正常施工多

了模板预热、蒸汽养护和覆盖棉被三道工

序。“加热和保温非常重要。”王晓宇说。

“桥梁松松垮垮的话一压就塌了，所以

需要给它提前抻上劲儿，它的抗裂性和承载

力就上来了，这就是预应力。”王晓宇说，拉

抻工作要使用预应力张拉机，以往需要人工

提前计算出 16 到 21 个数据，再将参数输入

设备，不仅非常复杂，还有出错的风险。王

晓宇参与创新了预应力和伸长值计算公式，

仅凭一台电脑就能迅速准确地算出需要的

数值。最终，他们生产的桥梁尺寸误差不超

过 20毫米，强度不小于 50兆帕。

桥 梁 造 好 后 ，还 有 一 个 难 题 就 是 架

设。桥梁下落到桥墩上的垫石后，需要灌

浆料，以保证架设牢固。“根据以往经验及

多次水温试验后，我们最终采用 40 摄氏度

的温水与早强型灌料，也就是能更快凝固

的水泥，搅拌完成后进行灌浆，再覆盖保温

毯和棉被来保温，直至达到设计强度。”王

晓宇说。

“我负责的范围内一共需要 369 榀桥

梁，目前已经建造 72 榀，预计今年 10 月底

就完工了。”王晓宇满怀信心地说。

冻土下的桥桩——
破碎锤砸冻土，精准放置护筒

“咚！咚！咚！”前不久，安邦河畔，原本

用于破碎混凝土的破碎锤，在这里承担起了

新工作。“原来用挖掘机挖冻土，7 个小时才

能打下一个桩。现在先用锤砸碎，再挖坑，4
个小时就能完工。”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

总经理兼标段项目指挥长乔树勋说，采用这

个办法，多亏了桥梁工程师赵宇翔。

安 邦 河 特 大 桥 全 长 22.12 公 里 ，有

5400多个桩基，而且建桩位置都是稻田。一到

冬天，稻田里的水土冻结在一起，就像是一个硬

壳，挖掘机一铲子下去只留下一个大白点。

施工还要遵循黑土地保护法。“我们需要

将用地红线内及施工便道内 50 厘米厚的表

层黑土进行剥离保护，用于竣工后农田复

垦。”赵宇翔说，冻土层硬度大，剥离难度也

大，这些都需要一个能把冻土破开的利器。

“把冻土破开后，下一步是放置用于桥

桩定位的钢制护筒，护筒里要灌入护壁泥

浆。”赵宇翔说，在冻土里注浆，一要循环，

防止泥浆结冰；二要保温，要用 10 摄氏度以

上的泥浆。

这又带来了另一重风险：泥浆的热量

通过护筒传导至外侧的冻土，导致冻土解

冻，护筒就容易发生偏位，这需要测量人员

及时检测护筒位置并进行调整。如果无法

在原有护筒位置进行调整，则需将护筒拔

出，重新定位埋放。

对于用来浇灌桥桩的混凝土，赵宇翔

要求也很高。“我们要用热风炮加热混凝土

里的沙子、碎石，然后用 50 摄氏度的温水搅

拌，保证其温度达到 10 摄氏度以上。运输

途中，我们还会用棉被和保温棉把罐体裹

得严严实实。”

“现在 5400多个桥桩已经完成 5000个，

下个月肯定全部完工。”赵宇翔说。

路上，赵宇翔遇到一群工友围在一处桥

墩旁，不时发出赞叹声。走近一看，原来是

一簇嫩黄色的冰凌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冰凌花常在冰雪覆盖时破冰而出，建

设者们何尝不是一朵朵冰凌花呢？花不畏

冰雪，破冰而生；人不惧严寒，搭桥铺路。

哈伊高铁建设者持续创新工艺哈伊高铁建设者持续创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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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师傅，我这鞋开胶了，您看

还能修吗？”“没问题，拿来我瞅瞅。”

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新街道双

利社区，范恩武一把接过社区居民

递来的鞋子，满是老茧的双手麻利

地忙活起来……

从帮助身边人到服务社会，从

一个人献爱心到带动更多人加入志

愿服务团队，1951 年出生的范恩武

用点滴善举践行着“多为群众做好

事”的诺言。多年来，他坚持每天走

街串巷，为群众提供义务服务，累计

修理了 4 万多双鞋子、2 万多辆自行

车等。前不久，范恩武获评 2023 年

第四季度“中国好人”。

“铆着一股劲，得
把大家的事儿办好”

“小时候，听到大人们说起雷锋

等人物事迹，我的心里就埋下一颗

向他们学习的种子。”范恩武觉得，人这一辈子，就应该投身于为

人民服务的事业和目标中。

进入长春市第二面粉厂工作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恩武为

同事修好了一双磨坏的鞋子。渐渐地，范恩武的手艺赢得了大

家好评，他也免费帮工友们修鞋、修自行车。1982 年，范恩武与

志同道合的工友一起，自发组建了“学雷锋为民服务队”，在工作

之余走进学校、敬老院等提供义务服务。

一个面粉厂工人，从哪里学的这些手艺？“都是现学的。”范

恩武笑着说，当年，他经常蹲在路边看别人修鞋、修自行车，后来

索性上门拜师学艺。“我前前后后用坏了五六台修鞋机器。”范恩

武说，“当时就是铆着一股劲，得把大家的事儿办好。”

2003 年，退休后的范恩武又开起了修理亭，无偿为军属烈

属、残障人士、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修鞋、修车、修轮椅等服务。

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2018 年，范恩武蹬起了三轮车，走街串

巷为群众服务，一直持续到现在。

“我心里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情一直在”

为了适应多样化的需要，范恩武不断学习新的技能，自学了

包括理发、磨菜刀、疏通下水道等在内的手艺。“我心里学雷锋、

做好事的热情一直在。”范恩武说，“只要有需求，我就会把服务

大家的事一直坚持下去”。

今年 77 岁的孙兰香是一位独居老人，前些年生了病，就一

直坐轮椅。热心肠的范恩武知道孙兰香的情况后，主动上门提

供帮助。“这 10 多年，无论是家里东西坏了，还是要交水电费，范

师傅总是热心帮忙。”孙兰香说。

令孙兰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 2022 年初春的一个夜

晚。“那天晚上 11 点左右，家中水管突然裂开，水止不住地往外

流。”孙兰香回忆，行动不便的她当时急得直冒汗，急忙给范恩武

打电话。接到消息后，范恩武不到 10 分钟就带志愿者赶到她

家。先把水管堵住，又把地面上的积水清理干净，直到收拾妥当

才放心离开。“有范师傅在，我们就觉得很安心。”孙兰香说。

更多人从范恩武的帮助中受益。除了主动清理社区卫生、

在寒冬腊月志愿清雪、调解社区居民纠纷以外，他还定期上门为

老人、困难群众免费理发，照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如今，范恩武已经成为社区居民身边的“亲人”。

“让整个社区的氛围更加和谐友善”

年复一年，范恩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身边的人，带动

更多志愿者加入爱心事业中。

前些年，社区组织了 20 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发挥各

自的专业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理发等服务。“范师傅的好

人好事不仅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志愿团队、服务群众，也让整个社

区的氛围更加和谐友善。”双利社区党委书记秦娜说。

在义务服务周边人的同时，范恩武还通过捐款捐物等方式，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在退休后的 20 年间，范恩武每年都给

学校、环卫等单位捐献书刊、医疗包、矿泉水、鞋垫、手套等物资，

并省吃俭用坚持为困难居民、军属烈属、孤寡老人等捐款，累计

捐款捐物价值 80 万元左右。

“我毕生的梦想就是像雷锋那样，全身心投入为人民服务之

中。”范恩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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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武在为居民义务修鞋。

本报记者 门杰伟摄

哈伊高铁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

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

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起自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 318 公里，设

计时速 250 公里，2021 年 10 月开工，预计

2026年 10月全线通车。

哈伊高铁地处高寒地区，地质结构复

杂，分布多处季节性冻土，沿线均为黑土

地，还穿越部分原始森林、二级水源保护

区等，施工要求高、难度大。面对严寒低

温，采用浅冬期制架梁施工加热保温工

法；针对冻土埋桩，创新设计破碎锤砸碎

冻土后埋桩工法；为达到环保要求，制定

剥离 50 厘米表层黑土用于复垦等施工要

求；为应对春季冰凌撞击桥墩，改良生产

一体式锐角混凝土破冰体结构……目前，

工程建设正按计划平稳推进。哈伊高铁

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

出行需求，为加快建设我国向北开放新高

地贡献力量。

高寒地区的高铁怎么建？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R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
电 （记者董博婷）以解读新时

代文明实践为主题的电视专题

片《文明风盛新时代》，于 16日起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

频道 22:30档播出，每日一集。

该片分 3 集。第一集《理

论进万家》，呈现了文明实践深

耕基层、根植群众，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第

二集《服务聚民心》，讲述了文

明实践服务群众、凝聚人心，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暖心服务，让

群 众 性 精 神 文 明 创 建 走 深 走

实；第三集《新风育新人》，展现

了文明实践以文化人、成风化

俗，在培育新观念、新道德、新

风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该 片 通 过 现 实 生 活 中 的

实例、人物和故事，运用形象

的画面、鲜活的语言，进行生

动 具 体 的 叙 事 和 深 入 浅 出 的

解说，充分展现了全国新时代

文明实践扎实推进、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的实

际进展，彰显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向上向善、

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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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月 16日电 （记者蒋建科）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六

届农科开放日暨海淀区“科普之春”活动近日在京启动。此次农

科开放日以“科技科普惠农 绿色健康生活”为主题，36 个院属

单位同步举办。

此次农科开放日活动由中国农科院科学技术协会与海淀区

科协携手举办，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促进农业科学

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中国农科院科协举行了“农科科普网”上线

仪式。中国农科院 6 个研究所结对海淀区 6 所中小学，共同签署

海淀区中小学走进农科院合作协议。

据统计，农科开放日活动自 2019 年举办以来，线上线下参

与的社会公众超 2600 万人次。通过展示农业科技新成果和科

普知识，使公众增进对农业科技的了解，激发科技工作者对农业

科技创新的热情。

农科开放日活动 6年吸引超 2600万人次参与

德天瀑布景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大新县硕龙镇德天村，风光秀美，绿意盎然，引来众多游客。图为 4月 15日拍摄的德天瀑布景区。

刘国兴摄（影像中国）

图①：哈伊高铁哈铁段桥梁在进行前

移就位施工。

图②：施工人员在做桥梁前移施工准备。

图③：施工人员在调整桥面附属钢筋。

以上图片均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

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R 工匠绝活

核心阅读

近年来，我国目前在建
最北高铁——哈伊高铁的建
设者们破解寒地冻土难题，
持续创新工艺，严把施工质
量。他们用奋斗和汗水，构
筑起东北地区交通建设日新
月异的稳固基础，为加快建
设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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