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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舞在高空
李丹的工位，在近80米的高空。
那是一个不到 2个平方米的驾驶室，里面

除了显示屏等操作设备，一把座椅，还有一台
空调。如果你是初次登上这里，透过玻璃往下
看，会有眩晕的感觉。

李丹是一名塔吊女司机，1992 年出生，是
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她从事
塔吊作业快 9 年，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司
机”。

在中铁四局四公司合肥市新站高新区鹤
翔园二期、四期安置房项目部工地，塔吊林
立。从 2023年 5月来到工地，李丹和 3号塔吊

“相伴”近10个月。塔吊司机工作在哪，未来城
市高度就在哪。

为补贴家用，她来工地开塔吊

趁着中午 1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李丹缓
缓从塔吊爬下。“一般为了节约爬上爬下的时
间，中午就在塔吊上休息，吃点干脆面和水果
简单对付一下。”李丹说。李丹是安徽亳州人，
初中毕业进入服装厂务工，之后嫁到合肥，并
相继有了孩子：“还是两个男娃娃，就差一岁。”

塔吊圈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走上
塔吊司机岗位，他（她）的亲朋好友要么从事塔
吊工作，要么就在工地务工。李丹也不例外，
丈夫在工地从事安全员工作，还有亲戚开塔
吊。孩子上了幼儿园，为了补贴家用，李丹决
定转行开塔吊，“都说这行不辛苦，还比较自
由，关键是工资待遇还可以。”

塔吊驾驶属于建筑行业的特种作业，需要
持证上岗，李丹在合肥一家培训学校报班学
习，“第一次爬塔吊，也没感觉多害怕，可能和
平时爬山比较多有关。”学塔吊，第一关就是克
服恐高，从理论知识到实操训练，一课不落，顺
利过关拿证。

李丹还记得，第一份工作就在离家不远的
项目，一开始操作起来还有些生疏，“晃动比较
厉害，人也跟着紧张起来。”信号工通过吊钩的
晃动幅度，发觉塔司的紧张，不停用对讲机喊
话安慰：“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慌。”

凭借心细、稳重，胆怯变成勇气，李丹越干
越熟练。从2015年入行，陆续在十多个工地工
作过，短则两三个月，长则一年半载，见证了一
栋栋高楼拔地起。辗转这么多工地，为了照看
孩子，李丹都没敢走远。

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

2023年 5月，李丹来到离家五公里外的鹤
翔园二期、四期项目。这个项目有22名塔吊司
机，有7人是女塔吊司机，李丹是“七朵金花”里
年纪最小的那位。一开始还有人好奇，这么年
轻的姑娘能干塔司，不害怕吗？李丹低头笑
笑，不信可以试一试。

开塔吊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信号工是塔司
的“眼”，塔司是信号工的“手”，一名塔司要配
备两名信号工。薛娟和马艳铃是 3 号楼信号
工，一人负责楼底，一人负责楼顶，彼此之间讲
究配合。几吨重的构件起吊后，再稳稳放在楼
顶指定位置进行安装，快的话只要十多分钟，
慢一点要一个多小时。除大型建筑构件外，钢
管、水泥、模板等建材都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吊运，忙的时候每天一两百吊，在“三人组合”
高效配合下，保持7至10天建好一层楼的进度，
见证单体楼顺利封顶。

李丹看来，首先不能心急，一步步得按规
范操作，信号工要把关建材吨位和捆绑情况，
确保万无一失，其次严格服从地面指挥，集中
精力左右手娴熟地拨弄操作杆，不绑好不起
吊、不停稳不下钩，急不得，也快不来。

“建”证城市拔节生长

这份工作给李丹带来了稍高的收入，算上
加班费，每个月能拿到1万多块钱工资，她很满
足。

别羡慕，这背后是超乎寻常的辛苦付出。
每天 6点，李丹早早赶到工地，上完安全课，穿
戴整齐马甲、手套和安全帽，沿着斜梯爬上塔
吊驾驶室，开始一天的工作。“再往左摆臂”“起
钩”“开小车”“落钩”……对讲机里的指令一刻
不停。为了省却爬上爬下的辛苦，除了高温天
气外，她经常一整天待在驾驶室里，等到下班
时才下来。

为减少上厕所的频率，李丹刻意少喝水。
“有时一天都喝不完一瓶矿泉水。”李丹说。酷
暑寒冬，驾驶室四周无遮挡，抬头是烈日，低头
是钢筋水泥，还能听到风的呼啸。夏天，空调
打到最低温度，但整个人被高温包围着，晒得
大汗淋漓。冬天，冷风顺着驾驶室缝隙不停灌
入，冻得发抖，只好不停用透明胶带封堵缝
隙。除了风吹日晒，李丹还需要克服长时间在
高空的孤独感。

塔吊是工地上最高的作业点。作为项目
上近千名建设者之一，李丹见证楼房的“慢慢
长高”，日出日落，一座座塔吊旋转，勾勒着城
市天际线。

来时荒无人烟，去时万家灯火。2023 年，
新站高新区陆续交付 1.15万余套安置房，圆了
拆迁安置群众的安居梦，如今还有磨店家园三
期、鹤翔园三、四期等在建项目。

在塔吊驾驶室里看日出、看晚霞，夜里城
市灯火阑珊，霓虹闪烁，车流滚滚，城市美景尽
收眼底，一览无余，她还会掏出手机，拍照分享
在朋友圈。身在80米的高空，李丹能看到几公
里外的小区，那是家的方向。

养成整齐划一的生活习惯

生活的压力，让李丹选择了塔司这份“高
高在上”的工作，长期的操作规范和标准流程，
也潜移默化影响了李丹的生活习惯。

李丹透露，没干塔司前，自己还有点“懒”，
吃完饭剩下的碗，要留到下一顿才想起去洗。
现在，吃完饭就抓紧洗碗，家内外也收拾得井

井有条，“像是养成了洁癖，不能看到不规整的
东西，总想给收拾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看着舒
舒服服。”

李丹道出心声，当初选择塔吊这份工作之
初，想着自由一些多陪陪孩子成长，现在加班
加点已成家常便饭，只能让孩子上寄宿制学
校。正如她的朋友圈签名所说，“人生就像蒲
公英一样，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

孩子听话懂事，有时看见塔吊会说：“看，
我妈妈也在那么高的地方工作。”还经常会追
着问，塔吊高不高，在塔吊上面是什么感觉，怕
不怕呢。周末，李丹带着孩子去坐摩天轮和过
山车，孩子感觉“好刺激”，可李丹发现自己“没
啥感觉”，和家人一道去爬黄山，自己轻轻松松
登顶时，家人还气喘吁吁落在半山腰。

塔司跟着项目走，再过几个月，这个项目
的塔吊作业将陆续结束，李丹将和其他塔司、
信号工一起，各奔他方。

对未来，李丹还没有做好转行的打算，她
从塔司交流群里也发现，现在年轻人学塔吊的
热情也很高，女塔司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成
为工地里独特的风景线，那也意味着塔吊这行
竞争更激烈了。“先把眼前的活干好，干一行爱
一行，以后再去思考转行。”李丹说。

周六，下午5点，夕阳西下。对讲机里传来
今天不用加班的消息，李丹收起钢索，复位按
钮，切断电源，检查锁门，沿着钢梯一步步往
下，一切熟悉而平常，“准点下班，就意味着能
早点回家陪孩子，白天的辛苦根本算不了什
么！” 张敏吴晗

降本增效出实招价值创造结硕果

数智技术护航涉铁施工
本报九江讯 3 月 14 日，在中铁四局五

公司九江快速路一期跨庐山站立交工程项
目部，工程部技术员许根将次日施工计划准
时上传至“数智信息管理平台”并留言：“明
天庐山客专场驻站联络员是方石华、现场防
护员是梁思伦，进行墩身施工、混凝土浇筑、
场地硬化、施工用电、渣土清运等作业，动用
吊车、罐车、挖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

该工程长 465 米、宽 42 米，设计为双塔
单索面预应力混凝土转体斜拉桥，是目前世
界上首座大吨位非对称曲线斜拉转体桥，上
跨京九铁路、武九高铁等14股线路，行车密
度大，跨营业线施工安全风险和管理难度
大。为确保施工生产平稳有序，项目部建立

“数智信息管理平台”，提升涉铁施工安全管
理水平。

“数智信息管理平台”集成红外线防入
侵、远程视频监控、AI图像识别、智能物联等
功能，通过信息化数智化手段收集并全面、
及时、准确分析相关数据信息。在既有铁路
的栅栏外侧设置红外线防入侵系统，现场一
旦有作业人员和大型机械设备靠近警戒线

位置，会触发报警，督促作业人员和大型机
械设备远离危险区域。在施工作业区设置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在手机端、PC端对
作业人员、大型机械设备与铁路的位置关系
进行全方位监控，及时制止违章违规行为。
在进场作业区安装AI图像识别系统，对进场
作业人员未戴安全帽等不安全行为进行监
测和违章抓拍，通过广播喊话予以纠正。

目前，项目部进场作业人员约140人，正
在进行2个主墩0号块立模、钢筋绑扎和1、2
号块梁体支架搭设施工，计划今年7月底完
成梁体施工、8月底完成转体施工。“现在节
点工期非常紧张，加快施工作业进度的同时
安全生产压力倍增，亟须增强安全管理能
力。我们将加快形变监测系统的应用，将其
集成到‘数智信息管理平台’。”项目部总工
程师史西锋说道。据了解，形变监测系统可
以将轨道平面位移、路基沉降、接触网立柱
倾斜等指标数据实时上传，一旦铁路变形超
过警戒值，会立即发送短信给南昌铁路局相
关设备管理人员，尽快使问题得到解决。

孙支军 李鑫

本报合肥讯 3月15日，中铁四局四公司发

布“坚持从严管理 聚力价值创造”微信专栏，对

巢（湖）马（鞍山）城际铁路4标项目部大商务管

理做法再次宣传，要求各基层项目认真学习。

开工以来，该项目部聚焦“价值创造和效益提

升”两条主线，坚持“一切管理为效益”理念，重

点加强三项工作，推动工程建设降本增效。

加强“双优化”工作。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

路 4 标线路全长 25.2 公里，有桥梁 14 座、涵洞

33 座、区间路基 8.8 公里、隧道 5.8 公里。项目

部结合现场施工环境，针对隧道开挖工法、桥墩

类型、承台标高、基坑支护、路基填料、大临工程

等方面开展优化，截至目前方案优化18项、设

计优化13项、变更设计62项。

加强科研创新工作。项目部成立科研创新

小组，以重难点工程为突破点，通过小组开展集

中研究。研发的“一种高铁隧道明洞二次衬砌

钢筋安装操作平台”能够节省隧道明洞每板衬

砌钢筋绑扎、外模安装工序5个工天，有效降低

人员高空作业安全风险；“一种高铁桥墩墩顶支

撑垫石施工装配式防护围栏”的工装应用能够

节省资金约52万元；“一种抗滑桩机械成槽方

式”的工艺应用减少人工挖孔及护壁费用约77

万元。此外，隧道大机配套设施以及小改小革

工装应用也极大降低隧道后期缺陷整治成本。

加强劳务管理工作。项目部全面落实劳务

管理重点，增加劳务发包模式，将路基土石方、

涵洞及边坡附属工程作为1个包件发包，引进1

家协作队伍，使路基开挖与附属同步施工，压缩

工序转换时间，降低停窝工风险，减少使用协作

队伍数量，降低项目管理强度和成本，提高管理

效率。隧道工程将材料费用全部包含在发包单

价内，主材由项目部供应，按月进行实耗扣款，

减少项目部前期成本投入及材料价格浮动风

险，同时提高协作队伍积极性，促进他们主动加

快进度、降低损耗。 赵雅慧

宁马城际首孔小曲线箱梁架设完成
●图片新闻

3月15日，中铁四局八分公司宁（南京）马（鞍山）城际铁路铺架项目部首孔半径800米

小曲线预制箱梁架设完成。项目部管段内的慈湖站至湖北路站区间共有48孔预制箱梁，均

属于半径800米至1100米的小曲线预制箱梁，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孟凡辉摄

■ 通讯

李丹正在操作塔吊吊装钢筋 吴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