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7 岁的姜勇 2010 年进入宁波市轨道
交通集团工作。14 年来，他先后参与了轨道交
通 1、2、3、5、7 号线建设，目前正在参与 8 号线
建设。

面对体量大、工期紧、交叉作业多等项目
现状，作为黄毅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重要成
员，姜勇扎根现场，立足解决现场实际生产问
题，全身心投入施工的组织策划、进度管理、技
术管理、质量管控等。

尤其是 7、8 号线合址共建的下应南车辆
段项目，占地面积大，投资金额大，是线路建设
的重点。姜勇作为业主代表，详尽编制技术标
准，规划施工场地，开展工程筹划，梳理难点卡
点，实现从开标到现场开工仅用时 25 天。

“劳模精神，不仅是热爱劳动，更要不畏艰
难，勤于劳动、善于劳动，要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姜勇说。
今年，姜勇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受到浙江省

人民政府表彰，被评为2022-2023年忠实践行“八
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立功竞赛先进个人。

高素质人才队伍，是轨道交通建设的关键。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不只是带出更多

拿到证书的劳模，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一线劳动者
在实践中践行工匠精神、锤炼技能本领，学会在
工作中不怕困难、勇于创新、勇于破难。”黄毅说。

为此，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设立的科研
项目有“知识密集型科研”和“以解决现场问题为
导向的小科研”，前者以突破建设难点、堵点为目
标，致力于突破技术难关，后者以解决问题为实
际导向，用小型创新优化建设方法。

正是在联盟“催化剂”作用下，大家勤学钻
研，形成了“人人参与创新、时时都在创新、处

处体现创新”的浓厚氛围，每个人都积极参与、
得到锻炼、收获成长。

不仅如此，联盟通过精准衔接产业链与人
才链，让产业与人才在创新创效中实现“双向
奔赴”，广泛开展劳模工匠“师带徒”“匠带兵”
等活动，形成“工匠培育工匠”的梯队式高技能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宁波轨道交通拥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人员 400 余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2 人，全国技术能手 3 人，省、市级首席
工人、技术能手近百人，产业工人占员工总人
数的 80%以上。

“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联盟成立一
年多来，25 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培养核心
技术骨干 120 余人，成为工程建设的生力军，为
轨道交通建设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

一支人才队伍 有劳模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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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轨道交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成员正在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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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不住的心，用不完的劲。”这是浙
江省劳动模范黄毅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几 年 前 ， 作 为 科 研 项 目 的 参 与 者 之
一，黄毅会同上海隧道工程公司、同济大
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装备、设计、施
工三大板块开展了 15 项专题研究、5 项大
型试验，攻克了 30 余个技术难题，成功研
发国内首台类矩形盾构机“阳明号”，并完
成了国内首条类矩形盾构隧道的施工任务。

“攻克了关键核心技术这个大难题，日
常的技术创新，常态化的攻坚克难，怎么
干？”作为集团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的核
心，黄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

为了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集
团大力支持下，宁波市轨道交通劳模工匠
创新工作室联盟于去年初成立。

这一联盟由黄毅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牵头，聚集了 10 家由全国级劳模命名的工
作室、13 家由省级劳模命名的工作室、1 家
由地市级劳模命名的工作室，涵盖设计、车
站、盾构、机电装修等多个专业领域。

“虽然我们是业主单位，但轨道交通不
只是监督、督促参建单位，而是一直强调
要靠前服务，深度参与轨道交通建设，聚
焦影响轨道交通建设的疑难杂症，帮助参
建单位更好更快地推进建设。”黄毅说。

联盟坚持以“协同作战、优势互补、成
果共享、合作共赢”为原则，有效整合各工
作室的专业技术资源，专注于宁波轨道交通
建设中工艺工法的创新研究，致力于解决轨
道交通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形成可复
制、可操作、可推广的实用性创新创效成
果，助力工程建设又快又好稳步向前推进。

联盟所发挥 的 劳 模 作 用 ， 打 破 了 业
主、不同参建单位之间的界限，汇聚各参
建单位、各个劳模工匠的磅礴力量，真正
形成辐射效应。

目前，联盟已形成一批优秀的管理与
技术创新成果，如“阳明号”类矩形盾构
机、通用管片技术、内置泵房技术、盾构
隧道 T 接技术等重大成果，为轨道交通建
设提供了保障。

一个劳模工作室联盟
汇聚各参建单位劳模工匠力量

“地铁站点车站的预留孔洞封板，常规情
况下需要 2 个月时间，但现在预留的时间太
短了，怎么可能按时完成？”

前不久，宁波轨道交通 7 号线建设过程
中，一个难题拦住了施工单位。

问题一经抛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
盟迅速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预制厂的
有关负责人会商，直面问题，开展头脑风暴。

“传统施工方法不行，那就用‘预制盖
板’。”经过多次沟通，这一快速封板新技术
在短时间内从设想变为现实，并形成创新成
果向其他在建线路复制推广，大大提高了建
设效率。

有问题，及时提；有难题，一起解。这
是联盟带来的新改变、新风气。

以前，面对具体问题，一些施工单位可

能会“瞒而不报”，靠自己想办法解决，反而
影响建设效率，甚至留下安全隐患。

加 入 联 盟 之 后 ， 因 为 联 盟 主 体 包 含 业
主、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主体多元、协调
容易，因此各种建设问题的反馈也更加迅捷
及时，施工单位更愿意报告问题、协调问题。

“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劳模精神。”联
盟搭建了一个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平台，
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以现场问题为导
向，去解决一个个问题。

2024 年，联盟坚持问题导向，拟定 150
余项科研计划，一批技术难题、急难险重问
题得到破解。

上海隧道“李章林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宁波软土地层近距离下穿既有隧道过程控制
及后期沉降研究》，助力“数智”盾构自动驾

驶掘进、全封闭既有站内盾构解体过站、类
矩形盾构迭代升级创新；中建八局“张晓勇
建筑工程科研管理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盘
扣式早拆支撑体系施工技术》《大规模超深灌
注桩与管桩加密施工工法》 等 10 余项专利、
QC 成果有力助推下应南车辆段施工；中铁一
局“窦铁成劳模创新工作室”的 《接触网上
网电缆布设及固定》《供电、通信、信号专业
施工安装工艺标准化图册》，不断提升供电操
作规范化水平⋯⋯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一
项项创新不断涌现，助推轨道交通建设又好
又快向前推进。

截 至 目 前 ， 联 盟 已 形 成 标 准 化 手 册 13
份、QC 成果 24 项、新工艺工法 14 项、课题
24 项、论文 30 篇、“五小”成果 7 项、专利 60
项、软著 6 项等共计 178 项成果。

一颗科研匠心 178项创新成果赋能轨道交通建设

昨天，宁波轨道交通举行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成果交流会，国内25家涉及设计、车站、盾构、机电装修等轨道交通建设多个专业领域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齐聚宁波，
“晒”出半年成绩单。

“单日掘进11环，比去年单日纪录足足提升了5环。”3月的一天，宁波轨道交通8号线洪塘停车场出入场线类矩形盾构区间监控室内传出一片欢呼声。
这是类矩形盾构掘进的一个新纪录，也是宁波轨道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
自2021年7月15日，7号线、8号线一期工程先行站点福民公园站、洪大路站同步开工以来，宁波轨道交通掀起第三期项目6、7、8号线和市域铁路象山线、慈溪线多线并进

大干新高潮，在建规模达到240公里左右。
面对空前艰巨的任务，宁波轨道交通人扛起使命担当，推动轨道建设提速。宁波轨道交通年度工效榜显示：2023年度第三期建设6、7、8号线项目整体施工工效，比上年提升

了约30%。
这是轨道建设的“加速度”，而其背后，一股劳模工匠力量格外澎湃。
2023年初，由浙江省劳动模范、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建设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毅领衔的黄毅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牵头，成立了宁波轨道交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聚集21

家施工单位和3家设计单位设立的各级劳模工作室，发挥“协同作战、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合作共赢”平台作用，为轨道交通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宁波最大的地铁车辆基地下应南车辆段鸟瞰宁波最大的地铁车辆基地下应南车辆段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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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毅 （左） 在隧道内检查指导盾构管片拼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