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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实验室、即墨女岛港码头、青岛远洋船员
学院、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董家口化
工管廊架……这些青岛市民耳熟能详的工程，都指
向一个共同的名字——张永敏。从“全国水运建设
行业优秀项目经理”到“全国优秀项目经理”，从

“青岛市工人先锋”“青岛市工匠”到“青岛市大工
匠”……一系列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 23 年施工领
域的坚守，更是一位建筑人对精工品质的执著追
求。

品质工程的缔造者

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浮华，始终不忘初心。“坚
守”这个朴素的词语，是对张永敏工匠品质最好的
诠释。自 1999 年入职中建筑港集团以来，从技术
员到工程科长、从总工程师到项目经理、区域公司
负责人，一步步成长为港航施工领域的专家，他的
履历在不断刷新，事业在不断攀升，但永恒不变的
是坚守精工品质工程的初心。怀揣着这份初心，张
永敏扎根工程建设领域 23 年，建造了一个又一个
精品工程。

建好地下管廊，誓把良心工程建成百年工程。
2017 年，张永敏受命担任中建筑港集团青岛贡北
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总指挥。怎么做才能把地
下综合管廊这项良心工程打造成百年工程，是张永
敏受命之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虽然此前他已参
与过多种类型基础设施建设，但面对青岛地下综合
管廊工程建设导则和标准不完善的状况，在临近海
域处锻造一条地下大动脉，无疑是在“豆腐”里建

“地下长城”，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挑战，张永敏没有退缩，他带领团队走了 700 多个日夜的漫漫管

廊锻造“长征路”，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最终实现工程顺利交付。“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是城市建设的百年大计，是良心工程，如果说地标建筑是
城市的‘面子’，那地下综合管廊就是城市的‘里子’，只有筑牢‘里子’，才
能撑起‘面子’。”张永敏如是说。目前，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
正默默地扎根在地下，每天向市民提供着水、电、燃气、网络，让这座海滨
城市充满了烟火和生机。

时光流转，初心不变。张永敏用坚守，见证了中建筑港集团的成长，用
智慧与汗水、热情与执着，助力国家海洋战略的建设与发展，点缀中国最
美海岸线。

勇于攀登的挑战者

工匠精神是新时期建设者的共同特征，折射在张永敏身上，则是善于
钻研，乐于探索的优良作风。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他敢于迎接挑战，一
路攻坚克难，解决了无数“疑难杂症”。

在青岛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时，青岛综合管廊建设尚处
于摸索阶段，工程建设导则和标准不完善，张永敏带领团队积极尝试，采
用了建筑业十项新技术中的 8 大项，14 个小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质量成果。在多种管廊主体结构模板工艺上大胆创新，采用了包括滑移式
钢模板体系和分段移动式整体钢模板体系在内的新型模版形式，既提高了
工程模板周转效率，还减少了混凝土分层浇筑次数、节省了施工工期，降
低了施工成本。

管廊设计为百年寿命，防水、抗浮、防腐蚀要求极为严格。经过张永敏
团队的努力，管廊整体质量优良，细部质量精美。主体结构无沉降、无裂
缝、无渗漏；混凝土结构内实外光、平整顺直、棱角清晰；设备安装布局合
理、运行稳定、联动顺畅；各类管线敷设固定牢靠、标识清晰、整齐美观
……他兑现了“选择中建筑港就是选择放心”的千金一诺。

技术创新的过程单调而又重复，没有激情喝彩，只有一次次的计算、验
算、试验、研讨、优化……他拥有的不仅是执着，还有不变的工匠精神。累
计编制施工方案千余项，个人研发成果取得国家专利、省部级以上工法和
QC 成果 29 项，其中《码头胸墙现浇与预制结合施工工艺》等 2 项关键技术
经鉴定为国内领先。他主导的《青岛西海岸新区贡北路、海口路地下综合
管廊 PPP 项目施工—运维 BIM 技术应用》等 BIM 成果，获评中国建设工程
BIM大赛一等奖等 3项国家级 BIM奖项，《基于二次浇筑成型滑移模板体系
的现浇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工法》等 3项工法获评省部级工法，贡北路、海口
路地下综合管廊等工程荣获“泰山杯”奖、水运交通优质工程奖、国家优质
工程奖等省部级、国家级大奖。

为保证项目在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和生产过程中做到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确保工程质量，张永敏根据经验和积累制定出一套规范，并协助相
关政府单位编制《青岛市水运工程混凝土预制构件施工管理规范》《青岛
市地下综合管廊竣工验收导则》等 4项青岛市工程建设导则和标准。

“我认为技术工作，要有一丝不苟的专注态度，更要有勇攀高峰的极致
追求。”张永敏说，这是他 23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

优秀团队的引领者

23 年的职业坚守，让张永敏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在
他的带领下打造了一支支“硬核”团队，攻克了一项项施工难题，创造了董
家口港区液体石油化工管廊 8 个月完成 9.5 公里的管架施工，工作船码头
项目 6 个月完成 900 米岸线系列配套工程，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研究院一
年建成一所高校，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山路综合整治提升项目 30 天实现通
车等一个又一个“筑港速度”。

张永敏常说：“团队是工程建设制胜的法宝。只有让整个团队，尤其是
年轻人更加优秀，企业才能蒸蒸日上。”近年来，他带领一公司技术管理团
队累计注册科研课题 10个，形成国家专利 56项，省部级工法 14项，省部级
以上 QC成果 4项。凭借出色的业绩和管理能力，张永敏获评“全国工程建
设优秀项目经理”“全国水运建设行业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

导师带徒，薪火相传，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昔日的徒弟已经成长为中
建筑港的中流砥柱，其中不乏项目经理、生产经理、总工程师、商务经理，
斩获“齐鲁工匠”“青岛市工人先锋”“青岛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社会荣
誉。

参与过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经历，让他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工匠精神
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至今仍保持着勤于学习的劲头。每逢去项目工地带
班检查之余，他还经常与年轻的技术员、工友兄弟们沟通技术要领和心
得。“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是我无上的光荣；行百里者半九十，作为一
名党员，决不能在荣誉面前止步不前，要坚守并传承工匠精神。”

真心换真情
获货轮鸣笛致敬

在工作中，张海滨情系百姓、
企业，充满柔情，默默担当“幕后
老好人”。在他眼里，作为执法人
员，不仅要严于执法，更要公平、
合理，“管”得多成为他的工作常
态。

2018 年，琼州海峡发生了一起
香港籍集装箱轮与渔船碰撞事故，
渔船受损，渔民受伤。接报后，张
海滨立即带队前往现场，在大风浪
中攀爬集装箱轮，主动登船调查。

“现在想想也是后怕，那么大
的风浪还要冒险爬船。但当时就
想 着 快 点 结 束 ，让 船 可 以 早 点
走。”张海滨告诉记者，对于这些
船来讲，时间就是金钱，尤其滞货
期成本非常高。“耽误一小时企业
可能就要损失上千美金，现在企业
生存太难了，我们要帮企业一把，
而且只有船的损失小了，在事故赔
偿时才会更愿意配合。”张海滨
说，按照程序，事故船舶靠岸处理
事故，起码要耗时两三天，期间在
责任认定后，需要保险公司出具保
险函，肇事船舶才能得以放行，然
而，一般这个过程需要等待两天左
右的时间。

为了给事故船舶节约成本，张
海滨创新了一套工作机制：快速做
好笔录及事故船舶的情况调查，在
确保对方有着良好的赔付能力和
信用度后，可将原本需要保险公司
出具保函，改成系统核实，由船舶
运营公司出保证书即可。优化程
序后，张海滨带队只用两个多小时
便完成了事故处理。

“我们的船真的可以开了吗？”
船长对海事执法人员如此处理表
示感谢，并在他们下船之际鸣笛致
敬。

“事故认定后不能撒手不管，
要帮着协调，还要帮渔民追踪赔
偿。”张海滨说，船是渔民安身立
命的本钱，像这起事故另一方是渔
民，作为海事执法人员不能光为企

业着想，还必须帮助渔民。
“到现在都有渔民总是打电话

来约我去他们家做客。”提起与渔
民的良好关系，张海滨这“幕后老
好人”充满成就感。他说，只要海
事人秉着初心，主动一点，担当一
些，社会矛盾能被及时消解，如此
点滴积累必然会为海南的营商环
境打好基础。

专业见成效
事故数直线下降

2018 年，海南吹响自贸港建设
的集结号。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打造中，琼州海峡是重要的环节，
这对海事部门的业务管理和服务
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也是这一年，琼州海峡共发生
撞船事故 11 起，这让张海滨坐不
住了：事故数量必须降下来。

“他是一个执着的人，认定一
件事就一定要干成。”郑春玉不仅
是张海滨的同事，更是一起闯海的

“战友”。在他的眼里，张海滨有
股子倔劲儿，敢闯、敢试，认定一
件事就一定要干成，凡事都要拼出
个自己满意的样子。

海上交通管理是张海滨分管
的工作之一。曾经，两船交汇的疏
导工作，需要船只主动通过高频向
海峡值守台提出，值守台工作人员
被动配合。滞后且被动的工作状
态令张海滨不满意，“海事部门一
定要主动出击，把琼州海峡的撞船
事故降下来是第一要务。”

要 如 何 啃 下 的 这 块“ 硬 骨
头”？“不想被鞭打、承受痛苦地
往前‘跑’，就得提前主动适应，主
动‘跑’起来。每个人都绷紧这根
弦，要与时代要求同频共振。”张
海滨决定出硬招、用实招，誓要打
造一支综合素质过硬的队伍，为
此，他大胆提出“刀刃向内 自我革
新”队伍管理改革，探索开展琼州
海峡通航秩序整治“亮剑”行动，
不断结合工作实际完善内部管理
制度。

针对海峡值守台“船多人少”

的 局 面 ，他 采 取 了 增 设“ 加 强
连”——第一支巾帼班组的方式，
给予日常值班的“强化海峡值守
台”提供服务辅助力量；开展健全
班组管理模式，陆续细化班工作标
准，鼓励海上违章查处……经过 1
年多的时间，队伍的工作风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更 强 了 ，面 对 工 作 更 加 主 动 积
极。”张海滨欣喜地感受着这份难
得的“质变”，同时“趁热打铁”，再
探索月度考核制度，不断强化队伍
纪律管理。

成绩是看得见的。一组数据
显示出琼州海峡变得更安全：近五
年事故平均数量较上个五年下降
近五成，琼州海峡事故数量连续三
年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021年发生
3 起小事故、3 起人命险情，险情、
事故数量均为历史最少，也是全国

“六区一线”唯一未发生等级事故
的重点水域，今年截至目前，琼州
海峡发生了 2起事故。

2019 年，琼州海峡交管中心荣
获“全国青年文明号”；2021 年，获
评“海南省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

行动显忠诚
急难险重逆行当先

海南是台风袭击的重灾区，往
往有台风来袭，别人都是往安全处
撤离，张海滨和他的同事们此时却
要逆行到最危险的地方抗击台风。

2020 年，受寒潮影响，多艘危
险品船积压在锚地，琼北能源告
急，电力和燃气供应、路空交通可
能面临瘫痪，损失和舆论影响将难
以估量。

一边是冰冷冷的规定，一边是
火热的需求，张海滨深知这个责任

必须扛起来。经过研判，他提出以
实时海况为准，在充分尊重船长意
见的基础上，安排船舶靠泊。一开
始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为了打消同
事们的疑虑，他坚定地说：“大家
分工协作，有问题我来担。”

一直忙到凌晨，看到第一艘满
载航空煤油的货轮安全靠泊后，他
才悄悄地离开了值班室。

作为琼州海峡交管中心主任，
张海滨深知人命救助责任重大，自
从到了这个岗位，他的手机从来都
没有关过，时刻准备着处置任何一
个海上险情。

险情就是命令，无论海况多么
恶劣，接到命令后张海滨总是第一
时间主动请缨到现场进行处置。
近五年来，他组织协调海上人命救
助 61 次，协调各类船舶 165 艘次，
成功救助遇险人员 368 人，救助成
功率为 98.9%。

在工作中，张海滨一直没有忘
记自己的初心。正是凭着这份执
着和责任，他带领同事化解了无数
起水上交通险情，每年为一千四百
多万百姓平安过海保驾护航，保障
了琼州海峡的安宁和平静。

2021 年，他撰写的《海南自贸
港建设新形势下 防范和治理机关
党建“灯下黑”问题对策研究》荣
获省直机关党建研究成果二等
奖。个人先后荣获了海南省直机
关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海南
海事局“第一届最美海南海事人”

“十佳青年”荣誉称号；直属海事
系统“优秀青年”荣誉称号。

如今，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
正劲，更是让张海滨感到激动和振
奋，在他看来，有幸参与到新时代
海南发展的浪潮中，是一种幸运，
更是干事的机遇。

“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
这是青岛海事局黄岛海事处油港
区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陈晋鹏
时常说的一句话。陈晋鹏从事危
防监管执法业务十多年来，“细”

“稳”“准”是他执法工作的鲜明个
性，在日常安全监管和突发险情处
置中，他注重工作细节、找准问题
症结，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胆大心细干工作

“大事故都出在小细节，每次
执行监管任务都如履薄冰，胆大心
细才能干好这行。”这是陈晋鹏工
作多年的肺腑之言。

逐条核对集装箱船舶历史缺
陷、反复考察船长法规熟知度、现
场开箱检查危险货物，这是现场监
管的日常工作，但陈晋鹏做的远远
不止于此。他积极参与危险货物
谎报瞒报查处制度建设，先后查处
危险货物谎报瞒报案件 20 余起。

“执法检查不仅要发现问题，更是
要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生产作业安
全。”陈晋鹏说。

20 世纪 90 年代起，青岛海面
不时出现小块油污，成为群众的

“揪心事”。面对“来历不明”的油
污，陈晋鹏带领团队走码头、进企
业、登船艇，与船舶污染物接收单
位、污染物处置单位和各个行政
机关等反复沟通，摸清、封堵多个
污染源，理清油污损害索赔渠道，
经过一年的专题研究与整治，海
上不明油污出现的次数已大幅减
少。海面清亮了，海事人的名片
也亮了。

在 2021 年“4·27”青岛外海船
舶碰撞溢油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中，
他从收集各方物资到精准分配物
资，每天工作到凌晨也毫无怨言，
将成百上千吨物资及时送到了清
污船。“虽住在同一屋檐下，但 60
多天几乎见不上面，我深知他的工
作有多么重要。”同在海事系统工
作的妻子说。

刻苦钻研忙创新

“非体系船公司”，是指未建
立安全管理体系的管理中国籍船
舶的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
人或光船承租人。“非体系船公
司”规模小，安全管理不规范，历
来是海事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之一。

陈晋鹏带领创新团队结合辖
区“非体系船公司”实际情况，在
海事监管法律体系之下，建立了一
套“2+2+4”监管模式。这套监管模
式采取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
合，行政管理与教育培训相结合，
防控监管与服务引导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每年召开两次安全管理会
议，开展两次专项检查和四次现场
抽查，有力地保障了辖区“非体系
船公司”的营运安全。

液 货 船 货 值 大 ，监 管 链 条
长。为了保障液货船在各个环节
的安全，2019 年，陈晋鹏带领团队
探索出了“安危与共 1+1”关键点
工作法，“1”代表海事部门的内部
监管，第二个“1”代表其他各方的
外部监管。该工作法将船舶安
全、船公司管理、码头靠泊条件、

安全作业条件等关键环节串成了
一个闭环链条，达成了全程内外
部监管双结合的目标，最大程度
保障液货船舶的安全生产。自
2020 年推行该工作法以来，船舶
现场检查艘次数年均增长 27%，
发现缺陷数年均增长 19%，行政
处罚案件数年均增长约 76%，执
法效能得到极大提升。

悉心教导带新人

“陈队平日最亲和，但干起事
来是真严肃。”一起工作的年轻同
事这样评价陈晋鹏。作为青岛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晋鹏依托

“液货监管创新工作室”，打造了
教育实践平台，带领青年职工屡创
佳绩。

每当监管执法现场出现新人
面孔时，陈晋鹏总是千叮咛万嘱
咐，耐心讲解装载危险货物船舶的
禁区及相关危险性，他将“安全第
一”的理念渗入到青年职工的心

中。那一刻，他是大家心中亲和的
大哥哥。

每当在监管现场中发现新问
题，他就带领大家围绕新问题确定
研究内容与方向，并限期拿出研究
成果。“发现问题必须穷追猛打，
抓住细节做事情，见人见事见结
果。”这一刻，他是团队成员心中
严谨的陈队长。

相比严谨的工作作风，陈晋鹏
在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方面，给了
青年职工最大的发挥空间，在他那
里 允 许“ 天 马 行 空 ”与“ 头 脑 风
暴”。2021 年，创新工作室成员刘
淑凤就是在这样“自由宽松”的环
境中发明了应急报警装置并成功
申请到了国家专利。为备战 2022
年青岛海事局危防比武，他大胆启
用工作室新生力量，带教、授课十
余次，团队成绩名列前茅。

“办法总比困难多”是陈晋鹏
一直以来的座右铭。肩上那份沉
甸甸的责任让陈晋鹏始终紧绷着
一根弦，不敢有一丝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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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琼州海峡安全畅通
□ 全媒记者 龙巍 张植凡 特约记者 石俊 文/图

一片丹心护安澜
□ 见习记者 任佳丽

陈晋鹏（左）在油船上检查机舱设备。陈心嘉 摄

张海滨现场组织指挥琼州海峡客滚船综合应急演练。

与大海结缘，似乎是张海滨的宿命。2011 年，硕士研究

生毕业的张海滨，在择业时放弃了“大江”“大河”，投身广袤

的南海，选择筑梦琼岛，逐梦海南海事。

如今，张海滨拼成了海南海事局有名的“拼命三郎”，把

工作当事业，用自己的专业、执着和忠诚，守护着琼海海峡

的通航安全，用自己的方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工作中的张永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