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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陆建新，是一名来自中国建筑集
团的普通工程师，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千千万
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今天，能作为基层
建设者代表在这里发言，我深感荣幸。”10
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
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隆重举行，中建集团旗
下中建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作为深
圳代表之一发言。

56岁的陆建新已两鬓斑白，目光炯炯有
神，有一张刚毅而质朴的脸。发言那天，他
感慨万千。从庆祝大会所在的前海国际会议
中心出发，向北、向东，都会看到陆建新参
与建设的高楼或是大楼。它们中有不同年代
的深圳最高楼，也有深圳占地面积最大的建
筑。它们写下了一个建设者的职业生涯，记
录了中建集团在内的无数建筑公司的努力，
更刻画了深圳这个伟大城市的样貌。

从小渔村到今日深圳，这座城市有一个
建设者叫陆建新。庆祝大会后，他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对过往娓娓道来。

一封信，一世高楼情

1982年，湖北荆门，18岁的陆建新收到
工友寄来的信，邀请他来南方的一座新城
市，信里说，这里热火朝天，还说要盖整整
50 层的中国第一高楼。陆建新虽然学建筑，
见过的最高楼却只有 5 层，读完信他感觉，

“这是何等有幸、顿觉心潮澎湃”。唯一的问
题是，深圳的“圳”字不会读，只好去查了
新华字典——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听说过
深圳的人不多。

南下的火车上挤满了人，座位上、座位
下、卫生间、过道里，全都是年轻人，怀揣
着梦想去南方。兴奋的陆建新从武汉坐火车
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出了罗湖海
关才发现，这个火车站还没内地普通县城的
火车站大。没有高楼，遍地平房。至于传说
中要盖50层的深圳国贸大厦，此时只挖了个
大坑。

年轻的梦想尚未追寻，就进入了灰头土
脸的现实。旁边一栋七八层高的楼上，挂了
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就这样，他投入了火热的建设中。那
时，面对中国第一栋超高层大楼，大家都没
经验，最多就在书本上学过。陆建新学的是
工程测量专业，来到这里专门负责测量放
线。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他就担任了测量小
组的负责人。彼时，没有太多科技含量，一
切都是笨方法，用“大炮筒一样的激光铅垂
仪”，先测完一层，然后第二层跟第一层如法
炮制。

陆建新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座没有以高
楼迎接他的城市，此后每个时期的最高楼的
建设都有他的参加。

说起每一栋参建的大楼，陆建新都能不
假思索地说出高度。深圳国贸大厦，当时的
中国第一高楼，160 米；深圳发展中心大
厦，中国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大厦，165
米；深圳地王大厦，当时的亚洲第一、世界
第四高楼，383.95 米；北京银泰中心，当时
的北京第一高楼，249.9米；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492 米；广州珠
江新城西塔，当时的华南第一高楼，437.5
米 ； 深 圳 京 基 100， 新 的 华 南 第 一 高 楼 ，
441.8米；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如今的深
圳第一高楼、中国第二高楼，598米……

“在北上广深，我都在当年当地的代表性
建筑上留下了痕迹。”陆建新颇为自豪。

从3天一层楼，到20天一
个医院

“深圳速度”，一个响当当的词，正是诞
生于陆建新参建的第一个高层建筑——深圳
国贸大厦。

已经过去了38年，陆建新依然记得当年
艰辛。一开始，深圳国贸建设速度并不快。
具体方法，“跟农村盖楼一样”，采用传统
翻模施工，10 天一层楼，等混凝土干了，
再继续施工。为了提高速度，设计师们创
造了滑模施工技术。理念虽新，但国内无
先例，面对这项新技术，大家都没经验。
前三次试验，都失败了。

在绝望中，第四次试验成功了。自此以
后，国贸大厦 31 层以上“三天一层楼”，迅
速就建成了 50 层高楼，写下了彪炳时代的

“深圳速度”。
1994年，陆建新参与到深圳地王大厦建

设中。这一次，由于是国际招标，与他共事
的团队有日本人和中国香港人，他们带来了
更为先进的技术，以及更为危险的操作方
式。原先，陆建新一直站在楼板上用仪器测
量，在新的方法之下，需要站在高空走独木
桥。那年月安全防护措施差，人经常摇摇晃
晃，过个10分钟，就会发现手心全是汗，脚
趾蜷曲在鞋子里。

这还不算，大楼一直建设到 100 米了，
还没安装电梯，他每天要背着 10 公斤的仪
器和木质三脚架，一天上下两次，下了班坐
公共汽车回到镇上，先走一段平路，再走一
段山路，才能回到宿舍。一沾床，倒头就能
睡着。

有一幕深深地印在陆建新脑海中。那一
天，地王大厦快封顶了，他正在高空作业，
一抬头发现有6、7个人在大厦里参观，一位
老人冲他挥手致意，他也挥手还礼。老人挥
着手忽然哭了。等到下楼以后，领导告诉
他，看到一帮年轻人在用生命干活，老人家
感动哭了。

就这样，深圳地王大厦创造了10天盖四
层楼，“两天半一层楼”的速度。这是上世纪
90年代的“深圳速度”。

时间来到21世纪，2007年陆建新第一次
做执行项目经理，负责当时的华南第一高楼
广州西塔建设工程，在他的率领之下，项目克
服了重重困难。比如，西塔外围的柱子全是斜
交网格结构，钢柱直径最大1.6米，柱子倾斜度
约在 37 度，如何让这么粗重而且倾斜的柱子
在焊接之前立起来，稳得住？国内已成建筑并
无参照对象。陆建新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就这样，广州西塔的施工速度，达到了
“两天一层楼”。尽管施工地在广州，但对陆
建新来说，这同样是属于 21 世纪头十年的

“深圳速度”。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时，陆建新还

在 江 苏 老 家 探 望 父 亲 。一星期后回到深
圳，这位金牌项目经理，在家里实在待不下
去，拖着行李箱投入了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应急院区的建设。那天，他连车都打不到。
跟医院只有一墙之隔，没人愿意去那么危险
的地方。

在这里，陆建新跟 480 多名管理人员、
1 万多名工人日夜奋战，一天上班 16 个小
时。最辛苦的时候，他连续熬了三个通宵。
夜里，看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的灯一层层往
上点亮，他心里清楚，疫情不容乐观，于是
更 加 努 力 投 入 建 设 。 这 座 有 1000 个 病 床

位、高标准负压的院区，仅仅用了20天就建
完了。

“体现了新时代的深圳速度！”院区建成
后，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
视察时，这样感慨。

从深圳出发，为中国建筑
创新

“第二座比萨斜塔要诞生了。”听到这句
嘲笑时，陆建新只有 20 岁，正在参与深圳
发展中心大厦，中国第一栋超高层钢结构
大厦。那时，楼体是日本人设计的，钢结
构的材料是从日本买的，国力如此。所以
在中国施工队伍拿下招标之后，外界有了
这样的声音。

“我是搞测量的，你说要建成比萨斜塔，
那这楼就是给我搞歪了呗？”陆建新憋着一股
气，用最笨的办法，反复测量，重复劳动。

大概从这样的岁数起，通过创新来提
高中国建筑施工水平，就成了陆建新职业
生涯的重要使命。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
施工技术从低水平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参与
者、见证者。

他举了两个大厦的例子。
一个是深圳地王大厦，因为施工太累、

太危险，陆建新不得不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比如，因为爬上爬下，带着三脚架不方便，
他索性做了一个转接件，通过螺丝上到柱子
的耳朵板上，再把测量仪直接放到连接板
上，省却了人工之累。

再如，在二三百米高空测量时，地面三
级风，上面就有六级风，不但危险，测量精
度还不准。即便从香港借来全站仪，也必须
配合一个很大的反光镜才能用，陆建新结合
上学时的知识，专门去仪器店买来拇指大小

的反光镜，这样揣在兜里就能带上高空，人
也就安全了。直到如今，这还是行业的标配。

就这样，地王大厦盖到封顶时，偏差也
只有25毫米，而当时美国的标准是向内偏差
允许可达 7.5 厘米，向外偏差允许可达 5 厘
米。陆建新创造了一个行业奇迹，拿到了人
生中第一个有分量的特等奖。

第二个例子，是如今的中国第二高楼深
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塔吊需要像壁虎
一样攀附在墙上，每隔一段时间攀升一次。
这在之前没有先例，所以陆建新拉着一位清
华大学毕业的力学博士，一起设计并为塔吊
安装了支承架。安装上之后他才发现，即便
没风的时候，塔吊都在摇晃，还发出“咔
咔”的响声。

“塔吊随时可能掉下来，万一出了事，
是要终生问责的。”陆建新吓出一身冷汗，
连家人都劝他别干了。他咬牙坚持，发现
问题出在钢销子粗细上，原本设计 5 毫米
的间隙太大了，于是重新加工销轴，设计
间隙缩小为 1 毫米。为了加快进度，他找
到 一 家 可 靠 的 小 工 厂 ， 不 分 白 天 黑 夜 赶
制，终于把 4 台塔吊架子上的 150 多个销子
分批更换。

说来容易，但整个过程持续了 3 个月之
久。那 3 个月，项目经理陆建新夜夜失眠，
度日如年。但正是在这栋大楼摸索出的塔吊
吊挂拆卸技术，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发明专
利，并在 2017年 4月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
被评为特别嘉许金奖。

在新时代继续建设城市

一个问题，让陆建新腼腆地笑了。
本报记者问他，后来是否去过自己建设

的高楼时，陆建新如实回答，都是最近两年
才上去拍的照片。这位建筑师的一生，是不
断起新楼，而不是享受繁华。他几乎没上自
己盖的楼消费过。

回想过去，陆建新觉得，中国建筑的水
平，是一代代建设者传承、积累下来的。从
摸索深圳国贸大厦开始，老一代人的钻研精
神，就在陆建新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
今，他要把这些传承下去。他的不少徒弟已
经成为中建科工的中坚力量。而他的许多发
明创造和创新理念，也已成为国内建筑行业
的共识。

38 年来，陆建新辗转工作于国内外 8 个
城市，参与 46 项工程施工，国内已封顶的 7
座 100 层以上钢结构摩天大楼，他主持承建
了其中 4 座的主体结构，参建工程总高度达
3600 余米。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次，取得国家专利 16 项、国家级工法 1 项。
如今，陆建新所在的中建科工，在全国各地
400米以上的地标性建筑中占比高达90%，处
于绝对领先地位。

陆建新特意为自己“正名”：“我可不是
只爱建高楼，也爱其他建筑。”他举例，去
年刚刚建成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光长度就
有 1.8 公里，是全球最大会展中心。再之
前，他还建设过沈阳桃仙机场二期航站楼、
厦门会展中心、广州花都新白云国际机场，
等等。

至于陆建新接下来的目标，也大多都不
“高”，而是丰富多彩。他说，接下来想为深
圳建设学校、医院、城市绿道、立体停车
库，想做旧城改造、口岸改造，想让深圳更
美好。

说起自己的名字，陆建新自言自语道：
“现在的解释应该是，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一
个新时代。”

深秋的北京市密云区，层林尽染。红叶
绿草掩映下，流水清澈，水声潺潺。站在白
河密云水库上游，望着眼前的美景，何立军
笑得很甜。

与何立军一番交谈后，记者明白，这份
笑容是一次次眉头紧锁换来的。

何立军是密云区石城镇党委书记、镇级
河长。石城镇地处密云水库上游，9 条河穿
境而过，全长 118 公里，保水护河任务十分
艰巨。

2017年，何立军担任了镇级河长。她几
乎每天都跟保水队员、村干部们一起到河道
边巡查，带队清除漂流、烧烤。刚一开始，
何立军就碰了钉子。

“你们清理我们这些烧烤散户算什么本
事？你们把那些大户给停了，我们就收摊
儿。”村民的话难听，却也点醒了何立军。

就这样，何立军调整了工作重点，先清
除污染水源的景点。这项工作难度不小。她
不厌其烦地与经营户沟通，反复劝导。2017
年底，何立军遭遇了一位倔强的女老板。

女老板扬言：“你不让我接待游人，我就
住在你办公室不走了！”她不只是说说，而是
真的赖在了何立军的办公室。“来就来！我让
她坐在了我对面。”何立军向记者回忆道。办
公间歇，何立军不停地给女老板讲政策、说
形势。连续闹了两天两夜后，女老板终于被
说服了。

“保水护水，我们决心很大，一定要令行
禁止，不会因为一些挑衅就打退堂鼓。”何立
军说。

何立军是铁面无私的，也是体贴多情的。
有一次，何立军带队来到地处一级水源

保护区的石城镇河北村，推进养殖退养。走
访后，何立军得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弱

病残村民，养殖业是他们唯一的生活依靠。
“河道管护应该与农民增收有机融合，实现双
赢。”何立军说。

于是，她将情况汇报给了有关部门，经
过多次协调，为村民争取到了 400 多个生态
公益性岗位。退养后，村民成为了生态保水
员，每月能领到 1500 元的工资，没了后顾
之忧。

长期以来，石城镇不少村民在河道里养
殖鲟鱼，但为保护水源，环保督察组要求拆
除养殖网箱。在何立军的努力下，养殖户的
经济补偿得到了妥善解决，原本需要 3 个月
拨下来的资金，只用了 7 天时间就发到了农
民手中。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便凝聚着多
少对老百姓的真情。”这是何立军常说的一
句话。

记者见到，如今的石城镇河通湖阔、水
清岸绿。石城镇还在河道旁建起了观景栈
道、骑行步道，吸引了大量骑行、健身的游
客，带动了民宿旅游业的发展。

民宿兴起后，何立军又忙乎了起来。今
年，她和同事完成了对民宿的防渗改造，防
止民宿污水流入河湖。

今年 6 月，水利部、全国总工会、全国
妇联联合开展“寻找最美河湖卫士”活动，
何立军入选全国“十大最美河湖卫士”。

北京市密云区镇级河长何立军——

“铁面”治水 心怀真情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全国“最美河湖卫士”何立军。
本报记者 潘旭涛摄

党中央对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寄予厚
望。去年 8月，党中央出台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全面部署了有
关工作。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
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
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党中央赋予

深圳的历史使命。
……
四十载波澜壮阔，新征程催人奋进。经济特

区的沧桑巨变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斗
干出来的。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
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
力续写更多“春天的
故事”，努力创造让世
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
大奇迹！

——摘自习近平在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10月14日）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建设者的故事——

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一个新时代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深圳市景深圳市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毛思倩摄摄

陆建新陆建新 （（左一左一）） 在建设现场在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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