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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事迹

西安市和平门外雁塔路上，二
十七个春秋，见证着他一路成长的
足迹：从青涩懵懂的大学生到桥梁
与隧道工程专业博士，从中国中铁
专家、中国公路交通行业专家，再到
中国中铁“十三五”十大科技标兵、
西安市高层次人才（国家级领军人
才）、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
才、陕西省劳动模范。

参加工作以来，面对企业施工
科技创新繁重的目标任务，他靠着

“拼命徐郎”的精神和勇气，坚持将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足迹遍布
大江南北的数百个重大工程一线，
先后参与秦沈客专、沪杭客专、京沪
高铁、西安地铁等国家和地方重点
工程建设，解决现场突发事件及技
术难题100余起，主持（组织）国家、
省部、企业级重大科研课题研究 20
余项，主要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国
内领先水平。

他，半生求索，初心不改；致力
于科技创新，为企业立心。

他就是中铁一局科技信息化部
部长、技术中心主任——徐宏。

学习成就人生
无论季节怎样变幻，一颗钻研

上进、探索求知的心始终未变。

三月末的西安市雁塔路上，道
路两排粗大的槐树枝头几乎是一夜
之间笼上一层新绿，如烟似云。街
上人群熙熙攘攘，车流如织。

位于雁塔路和友谊路十字东北
角上的中铁一局集团大院里，玉兰
花又一次怒放在春风中。

无论季节怎样变幻，一颗钻研
上进、探索求知的心始终未变。

从雁塔路上的中铁一局集团驻
地向南两站路，便是长安大学。徐宏
从十二楼办公室可时时眺望到母校。

1999 年 7 月，徐宏从西安公路
交通大学（长安大学前身）本科毕业
后，入职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桥
梁处。经过紧张的岗位培训后，被
派遣到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铁路试
验线——秦沈客专建设现场。

“刚毕业就参与到国家这项带
有试验性质的重点工程中，心理确
实很高兴和自豪。”徐宏表示，当时
内心除了激动，更多的还是压力。

初到工地，徐宏和其他几位青
年技术人员主要负责项目管段内三
座大桥的测量和技术工作。当时桥
梁桩基施工中，因技术所限，对混凝
土浇筑高程测量存在较大误差，导
致短桩质量缺陷和混凝土超灌浪费
时有发生。

如何控制混凝土超灌浪费问题
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徐宏心
头。多年后，当他走上企业施工科研
岗位后，组织专业团队研发了桩头标
高控制技术，有效提升了桩头混凝土
质量，减少了混凝土超灌浪费。

在施工一线，用心发现并解决
此类工程实际问题，让徐宏养成了
善于观察、乐于思索的习惯。

除了完成日常技术工作任务
外，徐宏一有时间就跑现场。

很快，现场的工人就发现这个
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其他职工“不一
样”：不但经常跑工地，还不怕脏不
嫌累，看见他们干啥就跟着一起干，
动手能力特别强，有些工作甚至比

他们干得还要好！
比如，大桥桩基浇筑水下混凝

土时，对浇筑所用导管气密性要求
很高，管节通过法兰螺栓连接，上下
管节法兰间设置橡胶垫并涂抹黄
油。徐宏只要在现场，每一次都亲
自上手，尽管弄得双手和脸上都是
油污，但涂抹得格外认真和均匀，因
为他清楚：“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关
键工艺不能有半点含糊”。

现场的工人还发现，深夜，为了及
时完成施工工序检查，徐宏总会提前
到现场。等候期间，工地边上平放的
施工用钢护筒里，他会猫着身子钻进
去，避开夜风，打起手电筒抽空学习。

三年的摸爬滚打，让徐宏意识
到解决现场施工问题的专业知识还
有短板、将设计蓝图转化为工程产
品的工程建造控制技术还需加强，
于是下决心准备报考母校长安大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的研究生，继
续深造充电。

2002 年，从作出考研决定到参
加正式考试，他只用了1个月时间进
行备考，并以超过分数线近五十分
的成绩被录取。

“在工地学习一直没丢。”徐宏
谈起考研轻松过关的“秘籍”时讲
道，“而且，有了施工一线的工作经
历，再回到学校，我就知道我要学
啥，更有针对性。”

研究生期间，在导师的带领下，
徐宏参与了国内一些重大桥梁工程
项目的技术方案制定和现场指导。

抉择：不忘初心
“抉择时确实很矛盾，但是想到

自己回到学校继续深造的初心，心
里的方向刹那间明朗了。”

研究生毕业前夕，徐宏站在个
人生活和事业的岔道口——是直接
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学习？

在研究团队和导师的挽留和鼓
励下，2005年，徐宏顺利考取了长安
大学博士，开启了他新的求知之路！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于选择
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工程应用研究，
徐宏曾有过犹豫和徘徊，“一切理论
研究都要面向工程、落地项目，让知
识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最终决定
主攻大跨桥梁结构理论分析与施工
控制技术。

在校期间，他多次成功参与解
决企业在施工中遇到的多起棘手问
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捍卫了企
业品牌形象。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博士毕业
时，徐宏再次面临着人生的抉择：在
学校推荐下，他顺利通过了公务员
考试，在西安市某建设局局长岗位
试用期满后，被正式录用。（该岗位
有200余人报考，徐宏综合成绩排名
第一。）与此同时，中铁一局人力资
源部领导也诚恳邀请徐宏回一局。

是去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徐宏说：“抉择时确实很矛盾，但

是想到自己回到学校继续深造的初
心，心里的方向刹那间明朗了。”

只有扎根施工一线，只有依托
重难点工程，才能发挥自身所学，实
现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想与
抱负；只有回到中铁一局，才能回报
企业培养之情！

徐宏向分管市领导坦诚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该领导自然很是惊讶，
多次强力挽留。最终，被他的诚恳
和质朴所打动，尊重他个人选择。

彼时，中国大地上，高铁建设正
如火如荼。

从北京到上海，世界上一次建成
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也
是中国建国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建
设项目——京沪高铁已经全线开工。

来自祖国大西北的中铁一局众
多将士，也齐聚山东济南黄河两岸，
拉开了京沪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
一的济南黄河大桥建设大幕。

徐宏明白，他的所学迫切需要到
施工一线验证打磨，2008年10月，他
便马不停蹄地赶赴京沪高铁黄河特大
桥指挥部，下沉一线参与方案研讨。

作为世界高铁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工程项目中的关键工程，徐
宏利用两个月的时间，与项目部背
靠背完成了京沪高铁黄河特大桥前
期施工工况分析计算，为大桥的顺
利施工提供了理论支持。

此时，中铁一局集团西安总部，
因为另外一项艰巨的任务开始挑兵点
将，徐宏作为牵头人选被紧急调回。

“拼命徐郎” 矢志为企立心
“能不能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处

理完再做手术？”

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标
注时代的变迁，也丈量个人的足迹。

时间回溯到 2009 年初，完成京
沪高铁黄河特大桥前期理论计算
后，因企业准备申报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徐宏被调回西安。

重任在肩，徐宏对申报工作进
行了详细策划，带领团队实地考察、
反复论证、积极对接、精心筹划。经
过一年推进实施工作，2011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
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认定：中铁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为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这一认定标志着中
铁一局技术创新和技术管理进入

“国家队”行列。此后，中铁一局在
建筑业特级资质申报、子分公司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等方面步伐大
幅加快，大大提升了企业综合实力，
同时，对于企业加计扣除、税收减免
创造了利好条件。

有了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这个大
平台，申报高级别研究课题，便成为
徐宏和其团队规划的重点工作。

2012 年夏，留在徐宏脑海中的
除了燥热的天气、聒噪的蝉鸣，还有
渗血疼痛的手术伤口、额头和脊背
上豆大的汗珠……

那个夏天，他牵头组织申报国
家发改委创新能力建设科研项目。
晚上加班时，他的腹部突然感到不
适，伴有剧痛。

在妻子一再催促下，他到医院
做了检查，诊断结果为急性胆囊炎、
胆囊结石，医生要求必须立即手术。

“能不能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处
理完再做手术？”徐宏恳求医生。

医生告诉他，不要抱侥幸心
理，这种情况易引起并发症，一旦发
生，可能会危及生命。

无奈之下，徐宏被推进了手术室。
谁也没想到，第一天上午11点

多胆囊摘除手术完成后，第二天早上
不到9点，他让医生在腹部手术刀口
上多缠了几圈绷带，便悄悄回到办公
室，立即投入到项目申报的工作中。

到了办公室，低头一看，绷带渗
出的鲜红的血迹清晰可见……

项目申报资料如期高质量上报
并顺利通过。而徐宏的手术伤口却
因开裂感染，持续高烧而留下了后
遗症。直到现在，一提起这件事，妻
子还会伤心埋怨。

“那会儿年轻气盛，觉得要是这
个项目弄不成，我们团队之前所做
的工作都前功尽弃了。”徐宏说。

2014 年，在申报国家一项科研
课题时，徐宏到公司附近一家超市
买了四个锅盔和一箱方便面放在办
公室，连续工作四天三晚。

忙完课题申报，他回到家躺在
床上，七八个小时精神极度亢奋，辗
转反侧，那些技术指标和申报资料
像过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不停地闪
现，绷紧的神经难以松弛，最后不得
已只好服药才能入睡。

2017 年，徐宏参与组织申报的
“城市地下空间大数据智能分析与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及示范应用”项
目获得国家发改委立项。

这是中铁一局继中央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重大资金支持项目、国家
发改委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财政部
施工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项
目等国家省部级课题后，徐宏组织
申报的又一高水平科研项目。

天道酬勤。在担任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总工程师、主任期间，徐宏成
功组织申报省部级以上科技创新平
台17个；主持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
委、国家住建部、陕西省重点科技创
新团队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课题7
项，开发的新工艺、新材料实现经济
效益近10亿元。

作为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创新能力
建设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研发团队带头
人、陕西省轨道交通工程重点科技创
新团队建设组织者、陕西省秦创原“交
通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首席工程师，
徐宏组织实施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应用和前瞻技术储备，显著提升了
企业在该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
服务能力。积极开展新基建形势下数
字施工、智能建造研究，组织研发了

“轨道工程运输安全智控平台”“盾构
管片排列线形控制技术”“计量检定与
工程测量一体化系统”“专家远程支持
系统”等信息化、数字化研究成果，成
功应用于200多个工程项目，在行业
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四季在变幻，年华在逝去，一腔
热血却依然沸腾。

“拼命徐郎”的一天是这样度过
的——

每天早上 7 点左右，走进办公
室，翻阅科技期刊杂志，遇到有争议
的观点，他会按照论文下面的联系方
式，抽时间打电话过去和作者讨论。

早8点，开始着手处理部门业务。
中午，很少午休，会翻看一些政

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
吃过晚饭，习惯于在家坚持学

习两个小时左右。
周末，会和高校及行业内的一

些专家交流探讨施工科技创新方面
的知识。

“我很少看电视，家里的事也管
得少，这要多亏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徐宏表示：“一些论文、专利、规范、专
著的撰写就是利用这些时间完成的。”

这种在常人看来近乎枯燥乏味
的生活，徐宏却数年如一日，甘之若
饴。

近年来，他个人获各级各类科学
技术奖项30项（其中省部级科技奖12
项），获国家专利48项，省部级工法3
项，主参编专著13部、国家标准3部、企
业标准5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3篇。

2021 年，徐宏应邀参加世界交

通运输工程技术论坛，做了“基于大
数据分析的轨道交通数智施工应用
研究”的主题报告。

近年来，徐宏先后被聘为西安交
通大学、长安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
授、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公路建设
行业协会第四届专委会委员、陕西省
铁道学会理事、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总工程师委员会委员，中国施工企业
管理协会科技专家，同时，被中国发
明学会、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陕西省公路学会吸收为会员。

只争朝夕 构建施工科技创新高地
“企业要发展，技术是引领。创

新脚步哪怕慢一步都会被时代所淘
汰！”

建筑工程行业面临世界大
变局，转型升级大幕已经拉开。以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以及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信息化新技术推广应用
将成为技术创新的重点。同时，
BIM技术和云、大、物、移、智等新技
术发展日益成熟，数字技术渗透进
入各领域，新产业生态体系正孕育
颠覆传统产业。

谈起建筑业巨大的时代变革，
徐宏感到压力巨大：“企业要发展，
技术是引领。创新脚步哪怕慢一些
都会被时代所淘汰。”

2020 年，徐宏担任中铁一局科
技信息化部部长后，这种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驱使着
他，带领着公司施工科技创新团队
快步向前。

“咱们慢一步，全集团五六百个
项目就要慢一大步。工作千万不能
拖，今日事必须今日结。”上任伊始，
徐宏便给部门定下了规矩，部门个
人的考核，严格按照个人完成的工
作数量和质量进行。

在此导向下，部门工作从安排
干到争着干，形成了“比学赶超”的
良好工作氛围，工作效率和质量进
一步提升——

春节期间，部门人员通过线上
视频会的方式对年度工作进行规
划，明确了部门工作方向和重点。

年度科研计划每一年要在四、五
月上级部门预算批复后正式发布，科
信部超前策划，明确方向，二月就发布
指南，有利于年度课题研究尽早开展。

搭建中铁一局施工科技创新管
理的“四梁八柱”。经过认真思考分
析，徐宏带领团队提出了“三级四层”
的科技管理体系，“三级”即集团公司
级、三级公司级和项目部级，“四层”
即决策、管理、实施和支撑层。为了
捋顺体系，明确各层级职责，徐宏亲
自上手绘制体系运行流程图。

顺应时代施工科技创新需要，
将中铁一局原来的6个施工科技创
新专业研究所，拓展到12个。新增
加的研究所包括：信息化与大数据
研究所、建筑工程研究所、试验检测
与新材料研究所、路基路面研究所、
装备研究所、测绘研究所。这些研
究所依托于各个对口子分公司，主
要服务于企业战略、施工生产、市场
营销，代表中铁一局开展对外技术
交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启动施工信息化建设系统工
程。通过施工现场和管理信息化建
设，让人、机、料、法、环、测六大施工
管理要素信息在中铁一局业务管理
部门和各单位及项目部得以纵横贯
通，形成管控有力、管理高效的大数
据信息化网络。

……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中铁一局

施工科技创新工作成绩显著：2019
年年底，中铁一局拥有专利数500多
项，到了2021年底，达到1128项，短
短两年，增加专利600余项。省级以
上的科技创新平台数量从原来的12
个增加到现在的19个；2021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得省部
级科技奖25项（其中：一等奖6项），
科技指标创历史新高。

2020 年下半年开始，徐宏便着
手擘画施工信息化建设系统工程，
紧锣密鼓开发并推进七项系统应
用。其中，将于近期进行调试和投
入使用的“专家远程支持系统”，将
在中铁一局和三级公司层面尝试组
织生产、科信、安质等业务部门专业
工程师协同办公，并引入了国内交
通和建筑院校的20余名教授专家；
旨在解决国内重点项目点多面广，
后台专家无法及时服务现场，施工
安全质量进度管控效能低下、一线
项目施工技术问题无法及时有效反
馈等难题。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建
筑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目前，
大多数建筑企业都面临体系建设不
健全、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徐宏讲到行业发展存在的短板时，
忧虑中充满焦灼之感。

然而，徐宏坚信，企业技术创新
工作，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辍，未来可期。一个全新的信息化、
数字化建筑新时代正在迎面而来，
积极奔赴、迎接新时代的企业，一定
会打造出创新新高地，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引领行业风潮。

（本报记者 史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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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5年的一天，一位意气风发的士
人，受皇命东去洛邑筑都，站在白鹿塬上回
首欣赏着人生中的得意之作，繁华的长安
（大兴）城——这全天下最磅礴大气的城市，
甚是欣慰。除了长安外，号称东都的洛阳城
也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位左手长安、右手洛阳的缔造者，正
是隋朝的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最伟大的
建筑承托着最辉煌的时代，镌刻在历史的长
河中。

1400多年后的一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校园内，一位年轻人正站在隋宇文恺营造纪
颂碑前，碑高约4米，青石材质。碑额“匠人
营国”，居中碑文“隋宇文恺营造纪颂碑”，碑
的背面，刻画 108 坊营造《长安图》及碑文。
他常常返回校园，站在这里瞻仰先辈，思索
建筑的真谛。他要把自己所学，知行合一，
用于实践。

他叫别红亮，他说：“别人的偶像都是影
视明星，我的偶像是宇文恺，他一生对建筑
的追求一直感召着我，支持我不断提升专业
理论和工作境界。虽然我现在建造的不是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但我一定要坚持建成行
业内的标杆工程。”

千年长安地，盛世繁华时。走进位于长
安区的西安市中医医院南院区建设项目施工
现场，矗立在眼前的高大建筑物，宛如抽象的
山水画卷，寓意着丝路的内涵，宛如流畅舒展
的经络脉搏般贯通，在春日的微风下，到处一
派火热施工场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大楼装
饰装修工作，向着 10 月份完工目标发起冲
刺。”正在组织现场施工的项目总工刘堃说。
当问起为何这么有信心，刘堃说，“我们有别
经理在，跟着他干，虽然每天都是‘战时状态
’，但心里踏实；他干过的项目不是优质工程
就是行业标杆。”让刘堃胸有成竹的人正是这
个项目的负责人， 2022年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国中铁劳动模范、全国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中铁一局高级工程师别红亮。

要在600天时间内跨越两个春节、十四
届全国运动会以及两个治污减霾冬防期为
西安城南再添一座总建筑面积 13.9 万平方
米的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别红亮有信
心、也有底气。

这份底气来自于52天时间完成5万多平
方米的地下结构施工，5个月时间提前62天完
成主体结构封顶任务的两次大冲刺。

“整体工期都很紧，但要想按期完成，还
得从研究透项目特点，统一员工思想上来共
同发力。”别红亮说。在别红亮办公室的墙
上，有一张施工进度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
着各项工序的时间计划，这些计划细致到以
小时为单位。这并不是一张闭门造车的图
纸，而是别红亮团队在充分考虑各劳务队伍
人员数量、施工效率，现场物资机械配备情况
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决定。别红亮提前策划，
修建环形道路，做到了120多亩场地占比85%
以上的基坑工作面上材料从大门口送达时间
不超过5分钟，将5万多平方米地下室结构划
分为22个区，实行分区、分时间流水作业，保
障了在两个月时间内精细优质地完成了地下
室结构施工任务。这期间创造了累计48小时
浇筑混凝土7800立方的成绩。

“除夕夜连续找寻7家单位筹措打井设
备、寻找专业人员投入基坑降水施工；春节
期间带领全体员工完成基坑支护、临建施
工、基坑降水和垂直运输设备安装施工；连
续半个月每天只休息四到五个小时创造每
晚至少出土1万立方米的奇迹……”说起这
些战绩，项目书记徐磊不由得感叹，别红亮
事事冲在前的率先垂范，坚定了职工们的信
心，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这期间距离家半
小时路程的别红亮一次也没回家，直到2021
年 9 月 29 日西安市副市长徐明非郑重宣布
大楼封顶的那一刻。他的付出也得到了肯
定，建设方送来的“一流国企永担当，昼夜奋
战保节点”锦旗就是对他最好的表扬。

一年之内先后迎接了27次慕名前来观
摩的陕西省内各级政府、高校和建筑施工单
位，被评为2021年西安市文明工地示范观摩
项目、西安市文明工地，获评中国中铁“安全
标准工地”、中铁一局“安全样板工地”……
别红亮有能力、也有实力赢得这些荣誉。

这份实力源自于他对打造行业标杆工
程，坚持严格标准化施工的匠心追求。

很多前来观摩交流的人问别红亮，“现
在大家都在追求经济效益、追求施工进度，
你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搞标准化工地建
设？”这位扎根一线20年的关中汉子陷入了
沉思。“刚参加工作那会，我在咸阳中铁一局
四公司综合楼项目负责测量工作，由于我的
失误导致室内50线标高测量数据和协作队
伍实测数据相差了一公分，当时被工人当面
质疑的那种感觉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也
就是从那天起，别红亮重新认识了建筑施工
管理的严谨性，他和身边的同事商量相互监
督、相互验证，管理制度要求的双检制在他
这里变成了五检、甚至六检，直至百分百确
定，在他负责测量工作的四年里，达到了零
失误，受到了来自协作队伍的充分信任。这
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是搞技术，还
是搞管理，要想受到尊重和认可，就离不开
一个‘专’字，专业是建筑师的立足之本。要
从专业做起，以敬业的态度，从专家、行家，
再到建造师、建筑大师，最高就是达到宇文
恺那样建造营国的大家境界。”

这是别红亮做建筑大家的种子，也是他
一直将建筑与民生工程紧密相连的初心。

像宇文恺一般的优秀建筑大师，一定
都是“庖丁解牛”的高手，别红亮也深受其
影响，由他负责施工的香王车辆段3年多里
也是声誉斐然。西安地铁 9 号线不仅负责
每日运送 50 万以上旅客，25 对以上列车的
繁重任务，香王车辆段还是全线唯一一座
车辆维修保养车辆段，建设标准非常高。
在负责香王车辆段建设期间，建设单位、甲
方、监理，很多人好奇地问：“参观了这么多
车辆段的施工，到最后都是没日没夜的抢
工，怎么感觉香王车辆段从头到尾没紧张
过？”别红亮笑着说：“车辆段是看似简单，
其实它涵盖了铁路、市政和房建等几乎所
有土木工程内容，量小但工序交叉施工、平
行单位特别多，施工进度的快慢完全取决
于合理的施工管理安排和现场管理协调。
对于车辆段的施工管理，就像打仗一样，如
果不能很好解决战略问题，那战术再好也
没有用。说到实际，就是要在进度管理的
策划上下功夫，主体应该什么时候开？装
修怎么穿插？最麻烦的室外主体什么时候
开？从哪块开始？这些都决定着进度。后
期出现抢工的情况，最主要是有一些隐蔽
预留工程、关键工序在该开工的时候没有
开始造成的。项目主管生产的领导，心中
条理要清楚，思路和决策要坚决，对于关键
线路上的工序，必须要紧盯。”

在项目管理中，别红亮深谙行业规范和甲
方相关管理要求，坚持全面标准化建设，尤其
是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南院区建设项目现场全
面推进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创新、智慧工地、绿
色施工等9个方面的标准化建设，打造出了具
有中铁一局特色的样板工地。提前针对每道
工序展开样板施工策划，针对建筑不同部位、
不同专业设置实物样板，组织技术人员、班组
长现场学习交底，确保施工质量品质达标，先
后多次获得西安市住建局以及建设方的认可。

同样这份实力也源于他对于技术创新
的追求。从工作开始，他就留心带领团队进
行技术总结、工法创新，先后参与和主持了
工法4项，技术成果、QC小组活动和成果9
项，其QC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项；工法和成果实用性转化率达到100%，不
仅提高了功效，而且增强了安全系数，减少
了建设成本；特别是2020年他参与《村镇装
配式承重复合墙结构居住建筑施工与质量
验收规程》的陕西省工程建设标准编辑，更
是受到业内赞誉。

自担任项目负责人以来，别红亮先后参
与了金堆城郭杜小区住宅楼、西安地铁9号
线香王车辆段、西安市中医医院南院区建设
项目等大小5个项目的施工建设，累计获得
陕西省文明工地、西安市文明工地、西安市
结构示范工程、中国中铁“工人先锋号”等荣
誉38次。

从每天保障几十万西安市民出行的地
铁车辆段，到守护千万百姓身体健康的中医
院，别红亮在施工建造中，始终把民生二字
记在心间，他说：“建筑物虽然是冰冷的，但
我们人心是滚烫的，我们要让优质建筑为更
多的人服务。”
（通讯员 秦雷卜 梁爽 本报记者 侯若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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