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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鹏飞：用心盖好每栋楼

姜正涛：4秒钟接线成绝活儿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日至2日，山东省法学会宪

法学研究会主办、青岛大学法学院等单位承办的
“国家立法体制和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
会，和山东大学政治文明与宪政研究中心主办的
“创新党内法治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青岛举
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青
岛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专题研讨。

“国家立法体制和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学术
研讨会上，汪全胜、门中敬、林吉爽等专家学者围
绕国家立法体制、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行政决策
与立法、党纪与国法的关系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
了研讨。会议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
立法体制和地方立法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立法
法》的修改和立法体制、立法制度的深化改革，为
地方立法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相关议题的研
讨，对于推进国家立法体制和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
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立法理论与实践

学术研讨会举行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
于同意南昌等6个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试点城市验收的通知》，青岛市成为全国首批
6个通过验收的城市之一。

据悉，青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试点于2011年获得批复，是全国第一批33个试点
城市之一。此次，国家三部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33
个试点城市餐厨废弃物的处理能力、收运体系、制
度建设等内容进行了综合评审，南昌、潍坊、重庆
（主城区）、青岛、兰州、银川6个城市通过了验
收。

青岛目前餐厨废弃物日处理能力200吨，并完
成了收运体系建设、能力建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
等内容，设备正常运转率达到100%，顺利通过了此
次验收，并争取到国家补助资金704万元。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处理通过验收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30日，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

迎来通车5周年。通车5年来，累计通车5000多万
辆、近2亿人次，火灾、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率为
零，接连获得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奖”和
全国建筑行业最高荣誉“鲁班奖”，安全管理标准
化建设全国领先。

作为我国大陆第一批开建的海底公路隧道，胶
州湾隧道于2011年6月30日建成通车。评价报告显
示，胶州湾隧道通车明显改善了青岛主城区与西海
岸之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市南区到西海岸的距离由
87千米缩短到31千米，减少了64%，形成了主城区
半小时、城市全域1小时的岛城交通圈，有效满足
了市民市内出行需求。受此影响，环胶州湾地区之
间的经济联系显著增强。经测算，位于主城区的市
南区、市北区与西海岸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都增加
了3倍以上，助推了西海岸新区的跨越发展。

胶州湾隧道通车5周年

无重大交通事故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6月30日，中国海洋大学2016届

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截至目前，有
3039名研究生获得学位；其中327人获得博士学
位，2712人获得硕士学位，24名留学生获得博士或
硕士学位；2904人获得学士学位。

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冯士筰、李庆
忠、吴立新、宋微波等院士到场祝贺，还邀请了中
科院院士焦念志作为校友代表，向“师弟师妹们”
送上临别寄语：“同学们怀揣梦想，奋勇前行，就
一定会有着光明的未来。”

截至目前，中国海洋大学拥有博士学位授权一
级学科1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4个，博士学位
授权二级学科84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97个。

中国海洋大学拥有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3个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李云克 报道
本报即墨讯 每晚7点至8点，即墨省级经济开

发区“和顺社区两学一做连心驿站”微信群热闹非
凡，党员们“齐聚一堂”，边学习边讨论，这种新
鲜活泼的学习方式，受到党员追捧。在临沂经商的
即墨人张富喜常为不能及时参加党支部生活而发
愁，现在成了微信群里的积极人物。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即墨创建“指尖
课堂”，让流动党员连在“线”上。流动党员所属
地党支部通过微信群，建立网上党支部（党小
组），确保流动党员不掉队。即墨市组建各类学习
教育微信群1300多个，让每名流动党员“学有组
织，议有群体”，“两学一做”微信连心驿站，每
天19:00—20:00组织社区党员和流动党员线上交流学
习体会，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之间亲密、即时、微
距接触。

根据党员队伍发展实际，即墨创建了党员学习
教育指尖课堂、广播课堂、实践课堂、流动课堂
“四小课堂”，发挥小课堂“小快灵”“短平快”
作用，推动学习教育入脑走心。

“四小课堂”

让流动党员连在“线”上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梁孝鹏

5条断纱20秒接完

6月14日，在即发集团颐和公司纬编工姜
正涛工作的车间，密密麻麻的棉纱缠绕在机
器上方，纱线非常细软，几乎一勾即断。

机器上织的是2米宽的棉布，需要102根
棉纱，每个棉纱的线头都有固定位置，错一
根都不行。

只要是纱线断了，机器就会立马停下
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迅速把纱线接上。”姜
正涛演示了接纱线的步骤，他只用了4秒钟。

在一次全国纺织行业纬编工职业技能竞
赛中，共设立穿纱套布、排针、更换错针、
找错针、接纱五个项目，姜正涛赢得了由国
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全国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

“在比赛的时候，需要接上5条断纱，一
般水平的参赛选手需要30秒左右，也就是平
均每条纱线需要6秒钟，我全部接完只用了20
秒左右。”姜正涛很是自豪。

“接线头”，其实是个技术活，线头
接得快，布就织得多；线头系得小，布面
就看不出瑕疵。细如发丝的纱线呈360度从
四周输入织机内，每台织机有90根纱线。
纬编工人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查找出哪一
根纱线出现问题，以最快速度将线头重新
接在一起。断线加上更换尾纱，每天要接
四五百个线头。

假如说断线接线是机器主动警示问题，

那么出现坏针就要完全考验纬编工的经验、
眼力和判断能力了。姜正涛介绍，一台织布
机器通常有上千枚织针甚至几千枚针，因为
织布机需要24小时连续运转，针是一个高损
坏率的部件，一般只有1年的使用寿命。这意
味着，一台机器的几千枚针1年内都要换一
遍。除了大范围损坏进行区域整体换针之
外，纬编工需要通过对布匹的观察和对针尖
的观察来进行坏针的换取，以减少布匹的废
品率。布匹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长
残”“飞花”“破洞”等20余种瑕疵，存在
瑕疵的地方会统一划归为废品，从而造成浪
费。

攻克技术难题增效百万元

姜正涛2002年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即
发集团做编织工。刚进厂时，姜正涛从学徒
工开始慢慢磨练，他经常说自己“笨手笨
脚”，出过不少问题，但他每天都早早地来
到公司苦练基本功，上班时虚心向老师傅请
教，晚上回到家里后，仔细总结当天学过的
内容。

“笨鸟先飞嘛！”姜正涛说，从挂纱、
接线头、接尾纱、辨认纱支、下布、清扫卫

生到换针、挂料、
看布面，只能是慢
慢 熟 悉 的 一 个 过
程。姜正涛一步一
个脚印，从操作2台
织机到操作四五台
织机，从纬编工成
长 到 企 业 “ 金 蓝
领”，在他从事纬
编 工 的 这 段 时 间
里，每年的质量指
标都达到9 9 . 8%以
上。

“ 他 在 车 间
里，跟其他人走路
都不一样，他走起
路来好像有一种脚
下生风的感觉，嗖
嗖的，飞快。”青
岛即发集团颐和公
司生产厂长于波评
价说。

除了在常规操作技术上做到速度和效率
上的“冠军”外，姜正涛还和同事一起对操
作技术进行革新。“我们在2009年成立了质
量攻关小组，针对车间中产生的高弹坯布停
车痕问题展开了技术攻关，通过走线、调整
机器咬合紧密、调整变频器等措施，使这个
车间中产生的技术难题得到了有效的控
制。”姜正涛说，坯布瑕疵点的数量从活动
前的6 . 83个/匹降到活动后的2 . 61个/匹，年增
加经济效益过百万。姜正涛所在的质量攻关
小组被评为“2013年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
组”。

工匠精神的传承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姜正涛把“细
心”、“严谨”放在成功秘诀的重要位置。
在他看来，有的人装针需要几十秒，而有的
人需要将近两分钟，提升方法就是平时多练
习；观察布匹“疵点”，有的人是织了5米后
发现问题，而有的人是半米内就发现了问
题。要做到最大化提高效率，需要扑下身子
钻研、端详门道，这也是有些工人每年产生
几公斤废品、有的工人每年产生上百斤废品
的差距所在。

于波是姜正涛的师傅，他也见证了自己
的徒弟的成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只要肯钻研，爱岗敬业，就能在自己的
行业闯出一片天。”于波对徒弟今天的成就
充满了自豪。

近几年，随着技术的成熟，姜正涛也成
为其他纬编工的师傅，每遇到徒弟们有什么
难题，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的钻研
成果全都教给徒弟，一起提升产品质量。

□ 本报记者 张晓帆 宋弢

做好工地“大总管”

“在做安全经理的时候，我发现各个工
地的安全标识都不一样，再比如如何文明施
工？现场生活区如何做？这些都没有一个统
一的标准。”宋鹏飞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
整理出了一套图集，新工地开工前就有标准
可参考。他绘制的《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安全
标准图集》，成为青建集团股份公司的通用
标准。

“对质量精益求精，对细节孜孜不倦，
对完美无限追求”，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先
后在多个建筑工程做资料员、质检员、安全
员、施工员、项目执行经理和项目经理，本
着“做好工程树丰碑”的工作理念，宋鹏飞
立志要做好安全质量第一负责人。

“项目经理是建筑工程的‘大总管’，
更是安全质量的第一负责人，责任重大。”
宋鹏飞告诉记者，自2008年接手第一个项目
以来，如今经他负责的项目已有四五个。

坚持“盖大楼”的梦想

在宋鹏飞看来，做好一项工程就仿佛树
立了一块丰碑，而安全、质量、进度和成本
则是考核项目经理是否合格的四个标准，于
他而言，只有对项目涉及的工作做到全面把
控，才能确保工程高效快速推进。“干一个工
程，树一座丰碑”，这是青建集团的工作理念，

同样也是勉励宋鹏飞奋力前行的不竭动力。
2003年，宋鹏飞从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

程专业毕业，来到青建，从最基层的资料员
做起，与工程一线工人师傅同甘苦共奋斗。
“由于条件艰苦，当时白天在工地上班，晚
上伴着施工声睡觉。”宋鹏飞对十多年前工
地艰苦的工作环境依然记忆犹新：工人宿舍
墙壁仅是水泥涂抹，每名工人一张床，生活
物品杂乱地堆在床上……

“面对艰苦的工地上生活环境，我当时
差点辞职继续考研。”宋鹏飞坦言，自己曾
一度想要放弃，但由于幼时“盖大楼”的梦
想，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他静下心来，踏实学习，虚心请教，一
边研究各种施工规范及图集，一边跟着师傅
和老员工深入现场，了解施工工艺及工序，
细心编制整理技术资料，凭借努力，很快，
宋鹏飞就从普通的资料员、质检员升任相关
工序负责人，进而成为一名工程项目的总负
责人。如今的他，虽然有青岛市优秀项目经
理、全国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却依然站在
施工一线，挥洒汗水，奉献青春。

用科技“改写”建筑业

建筑信息模型
（BIM）是以三维
数字技术为基础，
集成建筑设计、建
造、运维等项目全
过程各种相关信息
的工程数据模型，
被誉为建筑行业从
二维向三维和协同
工作方式变革的又
一次技术革命，可
以大大提高工程质
量并降低成本。

但因为专业性
强，除了高精尖的
工程外，在绝大部
分工程中，BIM的
实际推动进程非常
缓慢，仅用于管线
碰撞试验和形象展
示，操作者也都是
专业的计算机工程

师，没有真正融入施工全过程。2012年，
BIM初推广之时，宋鹏飞在自己负责的工程
中进行小范围实验，结果管线碰撞做得很
好，可是覆盖面太窄，缺乏既懂BIM、又懂
工程的人才。

宋鹏飞在2014年年底启动的青岛市立东
院二期工程施工伊始，就引进了BIM技术，
并成立来自工程一线研发技术团队，利用
BIM三维漫游、碰撞检测等技术，总结出一
套完全符合自身需要的BIM深化设计模式和
管理流程。

用BIM对项目的生活办公区进行设计，
给临时板房做三维设计……宋鹏飞和整个团
队快速行动起来，白天搞数据，晚上工地下
班后建模型，定期集中学习，碰到问题大家
一起讨论，向专业人员请教，经常一干就到
后半夜。由于地处城市核心区域且施工场地
狭小，在别的工程基本碰不到的板房朝向和
卡车通行路径也都要重点考虑。

就这样，碰撞摸索了几个月，初建的团
队拿出了板房BIM，仅用5天就完成施工办公
生活区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

青建市立东院二期工程项目的BIM应用
颇有成效，实现了模型、生产、技术、质
量、安全五大领域全涉及，深化设计过程变
得更直观、精确，有效推动了工程的提质提
速。宋鹏飞还专门带领团队对数据库进行丰
富，留下了模板。多大的面积建多少板房，
电线怎么布置，卫生间建在什么位置，都可
以通过大数据输入得出新的方案。

“在不了解的人眼中，建筑业没什么
‘道道’，科技含量也不高，其实恰恰相
反。”宋鹏飞说，随着时代发展，科技创新
在建筑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亟待用科技
改写建筑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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