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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大哥吴斌的
“严与暖”

1982 年出生的田浩，已在业界获得累累
荣誉。桥梁工作承载了他许多梦想和快乐。

2011 年 2 月，田浩完成了在美国的博士后
学业。他选择回国来到杭州，进入了省交科
院，希望在浙江这个桥梁大省学有所用。

工作不到两周，田浩就被派驻舟山跨海
大桥，现场协助业主单位解决大桥日常巡检
养护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此时的他刚落脚杭
州，妻子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借宿在亲戚家，一
切都等着他去安排。他毅然选择前往舟山，
别离妻儿。而这一“驻守”，就是两年。

养护桥梁琐碎而平凡，然而，田浩深知，
他肩头使命和责任的厚重。当时由于缺少技
术分析手段，实时、动态的结构安全情况都不
甚清楚。田浩沉下心来，勘现场、查档案、问
专家、建模型，经常一干就到午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针对舟山跨海大桥健
康监测系统海量原始数据无法高效处理的现
状，他创造性地提出“自动初步处理”与“人工

专业分析”的“两步论”方法，并开发出对应的
数据分析软件，程序源代码近 3 万行，彻底解
决了健康监测系统海量原始数据缺乏实用有
效分析工具的状况。

经反复测试，软件监测分析数据由原来
的每天 3G 降到 30M，直降 100 倍，还能自动、
实时、高效地分析处理，形成供领导参阅的技
术报告。台风“凤凰”来势汹汹，过境的数小
时内，分析软件实时展示了大桥各项荷载、响
应指标的变化过程，在台风过境后即生成大
桥受力状态影响数据分析报告，使业主及省
交通运输厅领导第一时间掌握桥梁安全状
况，为作出“恢复桥梁通行”决策提供了重要
支撑。长大桥梁健康监测数据分析系统研发
成果已成功列入省交通运输厅 2016 年度科技
成果推广目录，陆续获得省科学进步三等奖、
中国公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并已
成功应用到杭州钱江三桥和之江大桥，静静
守护着杭城人民安全。

他是桥梁界的“后起之秀”，参与见
证了一批世界级跨海大桥工程的养护
管理运营；他用精湛的专业技术，为许
多大桥解决了各种“疑难杂症”。他是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下属浙江省交
通运输科学研究院桥隧工程研究所（下
称省交科院）所长、高级工程师，先后入
选了浙江省151人才第三层次培养人
员、交通运输部青年科技英才，获“最美
浙江人——2016青春领袖”提名奖。
与桥结缘，他用不止的科研创新精神，
成为交通科研社保自主研发“领跑人”
与护航桥梁安全的“守护者”。

跨海大桥的健康“守护者”
交通科研设备自主研发“领跑人”田浩

潜心挖掘大数据“驻守”跨海大桥

浙江是桥梁大省，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桥
梁工程结构实验室，舟山跨海大桥、杭州湾跨
海大桥这样的世界级工程，所有的结构试验，
没有一项是在浙江完成的，这是当时浙江桥
梁工程领域的遗憾。

2009 年，作为建设科技强省和创新型省
份的重大工程——青山湖科技城奠基建设。
省交科院作为首批入驻科研院所之一，承担
建设浙江省现代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基地重
任，并于 2012 底正式开建。其中，桥梁维护
与安全技术实验室便是重中之中，建设重任
自然落在海归博士田浩肩上。

在借鉴美国里海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
法罗分校、同济大学、江苏交科院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实验室基础上，结合浙江实际需求，他
设计建造了全长 90 米的反力台座，这在全国

同类实验室中位居首位。实验室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整体规模在整个华东地区交通
运输行业位居第一，填补了浙江交通运输行
业缺少大型结构实验室的空白。

截至今年 10 月底，实验室已经开展各类
大型结构试验 23 项，其中对外承接 14 项，包
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科技计划项目、企业
委托测试项目等多方面的试验项目。

此外，他联合省交科院和同济大学力量，
自主研发出国内首套轮胎式疲劳加载设备。
该设备能真实模拟不同类型车辆对于桥面
系、路面系等结构的水平向往复作用，同时竖
向可模拟车辆的实际总重，突破了传统疲劳
加载设备只能进行竖向循环往复加载的瓶
颈，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开展 2 项
实验。

填补国内空白成为科研设备自主研发“领跑人”

田浩出身土木世家，母亲和两个舅舅均
从事土木工程设计和管理工作。他打趣道：

“小时候家里到处都是图纸，人家看漫画，我
就看图纸。”就是这样的环境，让“桥梁工程
师”的梦想在小田浩心里萌了芽。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棵小芽在他心里越长越大，他对桥
梁工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追梦路上，少不了志同道合的伙伴。2013
年 3 月，通过田浩的艰苦努力，省交科院与同
济大学正式合作组建浙江第一个桥梁维护与
安全技术研究中心；2014 年 4 月，省交通运输
厅正式批复“海洋环境长大桥梁安全维护关

键技术创新团队”成立，这也是全省交通系统
首个科技创新团队。

作为领头人，田浩不但带领大家真枪真
刀地干，且始终坚持以协同攻关的精神与重
大技术成果作为团队发展的核心支撑。由
此，以田浩为主开发的海洋环境下混凝土桥
梁退化过程自动化分析软件填补了国内空
白，自主研发的中小跨径混凝土梁式桥结构
监测系统在丽水鹤城临江特大桥成功应用。

未来，他将继续带着他的团队奔跑在追
梦路上，并要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
散热。

不忘初心带领团队继续追逐“桥梁梦”

初见吴斌，是在 38 省道宁海桥头胡至深甽段改建 BT 工程 1 标的
项目驻地。他留着平头，外表敦实，大汉形象。2015 年 11 月底，他被
宁波交工集团从另外一个工程调到宁海 38 省道做项目经理。而宁
海，正好是吴斌的老家。“虽然我已经举家搬到宁波市区多年，但能
够为家乡交通贡献力量，我感到由衷的满足和自豪。”吴斌说。

在吴斌同事眼里，对待工作，他严守标准和原则，显得严格；对待
同事，他又像是家人和朋友，十分热心肠。项目部中不少员工直言：
他就是一个“带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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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不仅是为了荣誉牌

离工程通车的日子越来越
近，吴斌压力不小。原来，该省
道工程与不少干线道路、村镇
有交叉，为了安全起见，在标志
标线及安保设施完善之前，项
目公司对这些道口实行封闭式
管 理 。 不 少 百 姓 为 了 自 己 方
便，私自拆除围挡、隔离墩及防
撞护栏，上路行车。“一旦出了
事故，责任很大。”吴斌这些天
都在路上，和其他同事一遍遍
巡查，一旦发现隐患，当场处
理，对于百姓破坏交安设施等
行为，吴斌总是言辞立正，据理
力争，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38 省道下穿沈海高速是该
标段最大的工程节点。工程建
设需要搭建两条便道，然后建
设高速桥，建完高速桥，再拆除
便道，进行 38 省道下穿施工，程
序十分繁琐。而该高速日车流
量达 4-5 万辆/次，安保压力极
大。从 2017 年 5 月该节点动工
开始，吴斌便一心扑在工地上，
千方百计做好协调工作，跟沈
海高速交警、路政等多个部门
协调安全保障机制，拟定应急
预案，配专人值班巡逻。逢车
流量高峰期，又安排专人负责
高速公路的畅通工作。今年 11
月初，这一重大节点顺利完工，
吴斌以“零事故、高质量”给宁
波市及宁海县相关领导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平安工地离不开规范严格
管理。”吴斌说，他们平安工地的
建设十分严格。严格相关规章
制度，并实行严格的奖罚机制。

一 位 同 事 说 起 吴 斌 的 严
格。此前项目部一个新钢筋工
焊接有瑕疵，正好被巡查的吴
斌发现了。吴斌当场训斥了当
事人，并要求全部返工。“我不
要你焊接得漂亮，但必须牢靠，
不能有丝毫马虎。安全有问题
一切等于零。”

正是他对待工程质量安全
坚持原则，恪守标准，才换得项
目公司的荣誉。2017 和 2018 两
年里，他带领项目部两获宁波
市“平安工地”称号；一次获得

“标化工地”的市级荣誉。

“暖心”获得一帮弟兄跟随

吴斌对待工作严格，对待同
事又十分暖心。项目工地有 20
名员工，大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不少是刚大学毕业的。吴斌总
将 这 群 年 轻 人 当 作 一 家 人 看
待。

来 工 地 4 年 的 刘 建 闯 说 ：
“吴总是一个和善的人。他十
分注重一个团队的活力和凝聚
力。”宁波交工所在的 1 标任务
非常重，加班加点是常态，“每
逢这时，吴总总会带着一帮弟
兄们去吃点夜宵，几乎都是他
买单。他从来乐此不疲。”刘建
闯开玩笑说，在项目部，员工最
大的期盼就是“吴总的晚餐”。

对待员工，吴斌有自己的管
理心得。他说，该教的就教，该
严 管 就 严 管 ，该 放 手 时 就 放
手。刘建闯记得，刚来项目部
时，他有很多技术上的活儿不
太懂，便一一记下，晚上有时间
就问吴斌。“吴总总是不厌其烦
地解释，手把手教。后来又把
我从工程岗调到合同管理岗，
他想通过不同岗位来锻炼一个
新人。”吴斌带头发挥“传帮带”
作用，几年下来，各个新人都成
了业务好手。

让员工感动的是，每逢过
年，吴斌总会给他们放长假，刘
建闯和同事们感触颇深。“我家
在陕西，一年回去一次。吴总
念及我路途遥远，回家难。除
夕前几天就让我处理好手头工
作，平安回家。”这样的情况，发
生在工地每个异乡人身上。

吴斌说，他的要求很简单，
员工工作时就应该全身心地扑
上去，提高效率；在合规的前提
下，能给员工多放一天假就多
放一天，毕竟每个奔走他乡的
人都不容易。

还 有 一 位 员 工 说 ，去 年 9
月，项目部所在的屠家村遭遇了
大洪水，项目部被洪水淹了半米
多深。这时，吴斌首先想到的是
员工的安危，帮助员工抢生活物
资，最后才清理自己的东西。这
些暖心的细节，让他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带头大哥”。

□记者黄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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