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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忙人”，两小时接近10
个工作电话

4月30日，济南市经十一路
安置房项目部，刘营正忙着打
电话落实工作。刘营今年3 4
岁，2008年从山东建筑大学毕
业后，怀着对专业的热爱，来
到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
司工作。

刚刚入职，刘营就前往合
肥，在新桥国际机场项目中担
任项目施工员。期间，他研发了
一套实用的桩基各分项算量公
式，使算量方法更方便、精准、
快捷，确保了每根桩基都可乘
坐手动或者电动辘轳进行桩底
验收，提高了功效，保证了桩基
施工过程验收客观、公正，不留
隐患，498棵桩基验收一次通
过。该创新获得了中建八局二
公司五小成果金奖和中建八局
银奖，参建的项目获得安徽省

“黄山杯”奖。

从项目预算员、施工员到
部门经理，刘营坚持把工程干
好，为客户奉献满意产品，为
企业赢得良好信誉。这个憨厚
的山东汉子不善言辞，问及工
作中的成就，刘营有些不好意
思：“都是基本工作，不是多大
的成就。”

但在工作中，刘营是个“滔
滔不绝”的负责人。“喂，项目收
尾工作得做好，有业主反映墙
壁腻子没刮好，你记着马上带
人去完善一下。”两个小时的采
访时间，刘营接了近10个工作
电话。作为项目经理，刘营不仅
承担着项目编制一体化、质量、
环境管理、成本控制等工作，针
对项目出现的小问题、小瑕疵
也事无巨细，一一派人落实。刘
营说，工作这么多年的感受就
是“时时刻刻存好心，踏踏实实
做好事。”

“勤奋人”，一年没有过一
个完整的周末

2018年对刘营来说，很累
也很有成就感。2017年—2018

年，刘营担任经济南市经十一
路安置房项目部项目经理。项
目进行期间，他带领团队克服

“边拆迁、边设计、边施工”困
难，细化工序衔接，调动各方资
源，用正常住宅建设一半的时
间完成了居民回迁任务，实现
了“五百日夜连轴转、经十一旧
貌换新颜”的建设目标，在2018
年底交房入住时赢得了回迁居
民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去年基本没过一个完整
的周末。”刘营说，看到项目提
前一半时间完成，又感到很自
豪。“虽然很忙很累，但团队十
分团结、勤奋。回迁居民的认
可，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肯定。
再苦再累也不是问题。”

提起家庭，刘营觉得最

为亏欠。去年，孩子在家中不
慎烫伤，妻子蔺群芳要在家
和医院来回照顾。当时正值
建设高峰期，刘营不能离开岗
位，只能委托亲戚在医院照顾
孩子半个月。因休息不足、工
作压力大，刘营高血压病持续
发作，但他仍旧坚持一线指
挥。在他看来，在家庭中失职
了，但工作不能不管不顾，不
能失职。

“创新人”，创新研发“外挂
吊篮”施工新工艺

刘营在担任工程项目负责
人期间，承建济南住宅工程施
工采用“直管班组”施工管理模
式，将湿作业施工工艺进行改

进，采用了潮湿房间门口防渗
槛台施工防水拓展法，有效解
决了厨、卫间门口容易渗漏的
质量管控通病。

为克服传统吊篮施工影响
屋面作业的难题，刘营创新研
发、使用“外挂吊篮”施工新工
艺，确保外墙与屋面平行施工，
屋面工期压缩近25天，该项技
术已申请发明专利。

此外，刘营带领团队将
“整合各方资源、建造优质项
目、打造放心工程”作为管理
目标，采用住建部推行的工程
总承包先进管理理念，创新推
行“策划管理、计划管理、技术
管理、质量管理、资源管理和
协同管理”管理思路，节约建
造成本，有序开展工程建设，
受到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认
可和好评，管理成果目前已
在中建八局内部多次“复盘”
研讨，并在同类建设工程共
享，为济南市后续安置房建
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
建设经验。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营：

扎扎根根工工地地，，爱爱搞搞发发明明和和创创新新
在济南市和谐广场南侧，有一片红白相间的居民回迁房，这

是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刘营带团队完成的。作为项目经
理，刘营带领团队克服雨季、冬季、暂停施工等不利影响，春节坚
守岗位正常作业，创造了9个月从垫层至工程整体交付的“安置速
度”，为山东省、济南市的棚改工作呈交了一份满意答卷，保障了
棚户区居民的回迁需求。

刘营介绍济南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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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竞赛，“菜鸟”成了“全
国技术能手”

4月29日，在山东省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富民兴
鲁劳动奖章获得者表彰大会
上，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
李敏作为代表宣读倡议书。在
国网山东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这位无人机作业班副班长有
三个明星特征：“85后”，技术
能手大满贯，山东1000kV特高
压带电作业第一人。

今年32岁的李敏2011年入
职，两年内就实现了从学生员
工到全国技术能手、全国电力
行业技术能手的跨越，职场拿
奖速度堪称“开挂”。有什么窍
门呢？他坦言：“这是因为参加
了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高压带电检修比赛。”

刚入职不久，李敏就针对
全国的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开展了超7个月的训练。在封闭
训练中，他一天爬七、八遍塔，

晚上还得加强理论学习，每天
仅能睡5至6个小时。练着练着，
工作服破烂了，腿累得走不动
路，胳膊也疼得拿不起筷子，凭
着坚强的意志，他都咬牙坚持
了下来。天道酬勤，他在第八届
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高
压带电检修决赛中斩获第二
名，也成为大赛中最年轻的获
奖者。

高压带电检修是个特殊工
种。工作人员里面穿着阻燃内
衣，外面穿着用非常细小金属
丝编织成的屏蔽服，像是套了
一个金属罩子。“这个工作危险
又考验体力。”李敏介绍：“如果
进行500kV以上超高压带电作
业，要爬到塔上靠近线路，带着
防护手套徒手接触电位，会产
生电弧和蓝色的电火花，对人
体产生瞬间刺激。”

2017年12月11日，无人机
巡线时发现1000kV泉乐Ⅱ线
83号铁塔上，一间隔棒的子导
线线夹损坏，极有可能造成导
线断股、断裂、局部高温烧蚀等
故障。李敏和同事们经过认真
分析安全措施，周密论证作业
方法，在塔上用“吊篮法”等电

位 完 成 了 山 东 电 网 首 次
1000kV交流特高压带电消缺，
标志着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在
电网运维检修领域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跨界”转行，成省内首批
获无人机驾驶资格学员

“我们单位有一个培养模
式：劳模身边出劳模，能手身
边出能手。”李敏刚参加工作，
就成了“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
人物”王进的徒弟。“师傅不畏
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始终感
染着我。”李敏说，即便自己如
今很少进行带电作业，却仍然
对“触电”的那段日子印象最
深刻。

“夏天穿着屏蔽服，就像
罩了个大蒸炉。我记得，2013
年8月的一个上午，温度40℃，
铁塔摸上去非常烫手，我跟师
父在铁塔上带电更换绝缘子，
当时汗流浃背，感觉都快中暑
了，后来还出现了工具问题，
让原本1小时完工的任务干了
3小时才完成。”李敏回忆道，
当时从塔上下来，脱下的屏蔽
服都拧出了水。

高压带电作业和无人机
是两个不交叉的工种，李敏却
成功转了行。在2014年的一次
普通带电作业中，500kV枣蒙
线的一根地线某处发生断股，
需要通过滑车将人滑到地线
上去，如果断股超过五股以
上，就会导致地线断裂，威胁

人身安全。怎样能在高空清楚
的辨别断股数量呢？李敏想
到，可以用无人机飞到断股的
位置拍照确认。正好这一年，
国网公司开始推行无人机试
点工作，李敏毅然报名学习，
也成为省内首批获得无人机
驾驶资格证的学员。

2017年，国网公司举办首
届无人机巡检技能竞赛，李敏
作为队长代表山东公司出征。
有一道赛题考察选手的“8”字
飞行轨迹是否标准，他一天得
操作几十遍甚至上百遍，最终
斩获团体第二和个人第二的优
异成绩。也正是因为这个比赛，
李敏实现了省公司、国网、中央
企业、电力行业至全国的五级

“技术能手”大满贯。
李敏目前负责无人机电力

巡检工作，累计飞行线路里程
达7000公里。他跟团队正在研
发一种无人机全自主精细化巡
视，希望未来不需要操控，无人
机就能对线路进行定点飞行拍
摄，更加智能和节约人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李敏：

入入职职两两年年，，荣荣获获全全国国技技术术能能手手
入职两年，实现从新员工到全国技术能手的跨越；入职7年，拿

下从省公司到全国的五级技术能手大满贯，成为拥有超特高压带
电作业、无人机电力巡检两项绝技的高级技师……他就是李敏，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无人机作业班副班长，山东1000kV特
高压带电作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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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在500千伏输电线路上开展等电位带电作业。 通讯员 徐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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