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正气 贴近职工 服务社会

本刊主编：韩益华 执行主编：邹 凌 版面编辑：艾 臻 校对：蔡 欣 新闻热线：（025）83279194 电子信箱：213zl@sina.com

基层速览基层速览

星期二 第 31 期2018年7月 日2424

本报讯 日前，为推动全省传统建筑
特色和建造技艺传承，加强城市空间和建
筑特色塑造的规划设计指引，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在南京召开徐州、连云港、淮安、
盐城、宿迁五市城市空间和地域建筑特色
传承与塑造课题成果论证会，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厅长周岚，副厅长张鑑出席会议
并讲话。会议还邀请了相关专家学者对
相关成果进行技术论证。

与会专家认为，该课题研究工作意义
重大，对苏北传统民居和地方传统建筑做
出了抢救性的调查、梳理和归纳，为全省
人文资源的挖掘与创造以及本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深刻的
启示。周岚指出，要通过课题的开展将传
承和塑造结合在一起，在城镇化进程中彰
显地域特色，引导未来城乡建设，为科学
决策提供参考。 苏红 黄毅翎

我省推动苏北五市城市空间
和地域特色传承塑造

将大堆的建筑垃圾送上传送
带，再进入人工智能分拣系统，6
只机器人手臂迅速将混杂在垃圾
里的“宝物”挑拣出来，废木料、金
属、加气块、塑料、混凝土块等分
别进入不同的收集桶。其中，混
凝土块、砖块可用于制作海绵城
市砖等建筑材料，塑料、纸板、金
属、废木料等则可以进行回收再
利用。这是笔者在位于常州武进
绿色建筑区内的江苏绿和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看到的场景。

近年来，随着江苏新型城镇
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与改造提
速，建筑垃圾大量产生，环境污染
和垃圾围城等问题日益突出。这
些建筑垃圾该何去何从成为城市
管理者面对的严峻课题。日前，
在江苏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
作现场推进会上，共有7个城市
建成了专业化的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设施，年处理规模 610 万
吨。像这样的“建筑垃圾变形记”
将在江苏越来越多的地方铺开。

江苏省住建厅副厅长宋如亚
介绍，根据2018年江苏城乡生活
垃圾分类和治理重点目标任务，
全省共有30座建筑垃圾处理项
目，新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能
力150万吨/年。其中，南京、无
锡、徐州、淮安、盐城、镇江、泰州
和宿迁市等8个设区市将力争今
年底前开工，2019年投入运行。
他坦言，虽然江苏在建筑垃圾专
项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是各地工作推进进展和成效还不
平衡，存在设施建设滞后，处置能
力不足；运输设施不规范，影响人
居环境；产品出路不畅，影响政策
运行等问题。

宋如亚强调，各地要推行建
筑（装潢）垃圾分类收运，禁止将
生活垃圾、有毒有害垃圾混入建
筑垃圾。要使用专业密闭化车
辆，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对建筑垃
圾运输车辆实施全程监控，并依
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严格建
筑垃圾处置核准，实现建筑垃圾

的定时间、定线路运输和定地点规范处置。
再生产品的推广应用是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发挥“城市矿产”作用的最终体现。多地城管部门
负责人也建议，将符合条件的再利用产品列入推
荐使用的绿色建材目录和政府绿色采购目录。在
技术指标符合设计要求、满足使用的前提下，政府
投资项目可以优先采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同时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黑臭水体治理、城市生态修复
等工作，加强建筑垃圾的再生产品的推广应用。

朱殿平

出生于古建筑世家，从小耳濡目染，16
岁正式拜师随父学艺；不满足于家族传承技
艺，发奋考入苏州园林技校系统学习理论知
识；锐意创新形用结合，用钢筋混凝土为仿古
建筑浇筑出足以传世的骨架；不忘初心发扬
传统，通过“雕梁画栋”将古建营造技艺发挥
到极致；胸怀匠心志在传承，致力于弘扬吴地
工匠文化。他叫张喜平，现为苏州园林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1987
年参加工作以来，主持参与完成的重点仿古
建筑工程十数件，在海外也享有盛誉，其中上
海豫园商城“天裕楼”工程获得国家建设部颁
发的建筑工程质量最高奖项“鲁班奖”。从业
29年，四项技术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本人获
评香山帮古建非遗传承人、江苏工匠、江苏省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建筑产业“大国工匠”等荣誉称号。

出生世家 随父学艺

张喜平出生于“香山帮”古建筑世家，
从小经常随父到施工现场，耳濡目染之下也
喜欢上了这一行当。1984年，张喜平正式
拜师随父学艺，白天学艺，晚上带纸筋灰、砖
块回宿舍练习砌纹头、塑图案，就这样反反
复复到满意为止。经过两年的努力，全面掌
握了古建屋面戗脊、泥塑、砖细砖雕技艺。
但18岁的张喜平并不满足于此。继承好古
典园林建筑营造技艺并将之发扬光大，让古
典建筑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夺目魅力，张喜平
有着更高的追求。1986年经推荐张喜平考
入苏州园林技校高级技工班，开始全面系统
地学习古建理论知识，课程涵盖建筑史、风

水理论、建筑哲学、建筑技艺、施工设计、绘
画等等，这些东西恰恰是从父亲那里学不到
的。系统的学习让张喜平将技与艺融会贯
通，在今后的从业生涯，每每从中获得灵感，
受益无穷。

锐意创新 形用结合

1993年张喜平所在的苏州古典园林建
筑公司承接了上海市重点工程豫园商城天
裕楼改扩建工程。豫园商城是申城最大的
仿古建筑楼群，而天裕楼则是豫园商城的主
体建筑。工程中恰恰遇到了仿古建筑“形”
与“用”出现矛盾的难题。天裕楼的脊顶是
十字脊，由两个屋顶九十度垂直相交而成。
这样的脊顶四面对称，错落有致，恢弘大气，
十分符合天裕楼的定位。但是十字脊顶的
造型会导致内斜沟排水不畅，不仅有碍使用
功能，还影响建筑物的寿命。26岁张喜平
意气风发，不畏难敢创新，一个人闷头钻研，
反复试验，终于被他琢磨出了一个可行的办
法，创新地采用不锈钢材料制作“簸箕晴
落”“穿脊过水”，把内斜沟的雨水通过竖带
排到落翼上，在不影响外观的同时解决了十
字脊排水难的问题。此工程获得国家建设
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质量最高奖项“鲁班奖”，
并入选90年代上海十大新景观之一。

在之后的工作生涯中，张喜平用他的专
业和钻研劲，不断推陈出新，一次次赋予古
典建筑新的时代气息。2007年苏州工业园
区重元寺开始建造，体量为江南之最，传统
的正脊骨架不能满足要求。张喜平想方设
法，吻桩、皇脊钉全部采用方管，外浇灌混凝
土，内设钢筋混凝土梁，正脊骨架整个形成
一个砼框架，在此基础上砌作正脊琉璃件,
提高了正脊的稳定性。2009年在济南大明
湖新建的“超然致远”仿古建筑工程中，张
喜平大胆采用新工艺、新材料，屋面瓦件、戗
脊采用1.5厚紫铜屋面及铝斗拱，给整个建
筑披上了一层金属盔甲，兼顾美观和实用，

更为日后的维护节省精力和费用。
不仅如此，张喜平还把融合了现代建筑

科技的古建营造技艺带到了海外。1991年
张喜平参加新加坡《蕴绣园》工程的建设中，
采用水泥砂浆（加铁红粉）、钢筋制作仿真万
川式木栏杆，效果完全可以和木栏杆媲美。
2003年，应上海市政府中法文化年组委会
的邀请，他参加了法国里尔上海街仿真湖心
亭工程的施工；2005年，他又参加美国洛杉
矶中国园工程的建设。法国、美国的朋友在
他完工后，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不忘初心 发扬传统

以钢筋混凝土骨架，以金属为盔甲，注
重仿古建筑的实用性是为创新。那么，用最
简单的斧凿锯锤，将木石泥水变为雕梁画
栋，以形传神，则是香山帮匠人六百多年传
承的精髓。“无雕不成屋，有刻斯为贵”，对
张喜平来说，这是他不管怎么创新都丢不掉
的“本”。从业20余年，张喜平把香山帮的
泥塑和雕刻技艺研习到了极致。

“和一般的泥瓦工不同，古建筑的泥瓦
工可不光是‘力气活’。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艺术创作，要有工笔白描基础，还要懂得人
体结构的比例。如一匹马的图案，不仅要研
究好它的构图，还要研究它奔跑的姿势，这
样才能将这匹马塑得好。”张喜平告诉记者。

张喜平的泥塑和雕刻技艺可以说是童
子功。在园林技校又系统地学习了美术，这
对于他审美的领悟和技艺地提升都有着重
要的作用。去过上海“豫园”的人应该都会
对涵碧楼印象深刻。二层小楼木构材质均
为缅甸上乘楠木。梁枋上雕刻了140幅图
案，其中43幅采用浮雕手法，雕刻的是全本
《西厢记》，叙事分幅明确，人物栩栩如生；
《百花图》雕刻有牡丹、梅花、百合、水仙、月
季等一百种花卉，各呈其妍、欣欣向荣。如
此精美的雕梁画栋，在豫园内也仅此一座，
故又被称为“楠木雕花楼”。《西厢记》和《百

花图》的绘画稿就是出自“泥瓦匠”张喜平之
手，随后的深浮雕也是张喜平与雕刻工人一
起完成。通州香光寺大雄宝殿的《团龙喷
水》、《丹凤朝阳》泥塑精品，上海龙华寺木牌
楼屋脊的鱼吻、竖带上天皇泥塑，苏州香山
工坊《和合二仙》、《万象更新》，也都是张喜
平的作品。透过匠人粗糙却灵巧的双手，古
典建筑俨然成了“凝固的诗，立体的画”，变
得愈发有生命活力。

胸怀匠心 志在传承

2009年9月28日，苏州香山帮传统建
筑营造技艺作为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
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次年张喜平获
评“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作为非遗传承人，张喜平坦言，“传”的
意义更大于“承”。据了解，目前在古建筑行
业里，高级技师不超过50人，技师在300人
左右。一个好的古建人才出师要10年，这
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样样都要学要懂，属
于厚积薄发型工作。但从传承的角度来看，
传统的口口相授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张喜平致力于弘扬吴地工匠文
化，传授技艺。2007年苏州市技师协会组
建古建筑专业委员会，张喜平担任会长，举
办多期古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班，亲自担
当授课老师，把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传授
给更多的同行。2011年张喜平被授予古典
园林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授课之
余，还编写了古建筑木工、瓦工、假山工、油
漆工高级技师技能鉴定规范。同时主编的
《苏州园林营造技艺》专业书籍，为技艺传承
奠定了扎实基础。近年来，张喜平还被聘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实践导师、
苏州大学实践导师、苏州旅游与财经学院客
座教授，走进大学课堂，将这门技艺展现给
更多的年轻人，希望他们对古建行业感兴
趣，对古典建筑和文化感兴趣，也能提升“泥
瓦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社会地位。“我
会做好传承人，将自己从老一辈香山匠人继
承下来的建筑手艺尽可能地传承下去，将自
己推陈出新的‘新工艺’、‘新造型’也传承下
去，继续保持住苏州香山匠人独特的造园艺
术与文化。”张喜平说。

通讯员 黄蔚 记者 邹凌

今年以来，盐城市城市管理局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三治三化”专项行动的部署要
求，瞄准目标、攻坚克难，着力在提升城市品
质形象、改善人居环境质量上出实招、干实
事、求实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城市生活
品质提升的实实在在获得感。

实施亮化工程，做靓城市夜景

为打造城市景观，提升城市品位，增强
城市的吸引力，该局牵头组织完成了1388
幢楼宇、4处城市出入口、串场河14座桥梁
和聚龙湖公园、欧风花街等重要节点亮化建
设提升工作。

该局充分借鉴杭州G20峰会、厦门金
砖会议亮化的经验做法，结合盐城市区实
际，通过上海国际招投标代理公司平台发布
征集信息，19家国内外知名设计单位参与
了征集，通过多轮评选，最终确定3家单位
组织方案编制，规划方案紧扣盐城城市人文
基因和发展定位，以“灵韵盐城，魅力之城”
为设计主题，结合城市道路、水系、建筑特
点，细化创意照明设计，具有较高的辨识性
和一定的超前性。为保证亮化工程质量和

效果，亮化灯具主材，选用知名品牌。同时
兼顾节能要求，亮化所采用灯具均为低能
耗、高光效LED灯具，与以往采用传统灯具
实施的景观亮化相比，同等光效，电费可节
省50%以上。

如今，随着夜幕降临，盐城的夜景愈加
美丽迷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夜盐城”。省
政协委员、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
书记刘毓航深情地说，“市委、市政府实施的
城市亮化工程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她点
亮了老百姓心中的希望、点亮了盐城未来发
展的希望，生活在盐城倍有幸福感。”

注重精细管理，做美城市容貌

该局把开展市区城市美化行动作为今年
的工作重点，加大力度推进户外广告规范设
置、建筑工地围挡管理和“厕所革命”等行动，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城市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加强户外广告管理，按照“统一
规划、规范设置、有偿使用”的原则，对各类
户外广告泊位（设施）使用权实行市场化运
作，促进了市区户外广告业健康有序发展。

规范工地围挡设置，改善厕所卫生状况
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健康和环境状况。该局
明确了年度建设改造任务，新建11座，改造
提升52座，并启动选址、方案设计等前期工
作。“别看是个小厕所，它能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市民张建华说，

“如今，政府能把公厕问题做好，既解决了老
百姓的难言之隐，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
同时也成为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创新管理模式，做优城市环境

今年以来，市、区两级城管部门联动，对
辖区内出店、占道经营行为和车辆乱停乱放
较严重的路段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整治机动

车在道路交叉口占道兜售商品、露天烧烤
摊、夜市小吃摊和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等，规范交通秩序，还市民一个整洁有序
的生活环境。 今年以来取缔查处流动摊点
630多个，查处规范出店经营870多处。同
时，为强化源头管理，落实长效管理措施，认
真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度，建立健全网格
化管理制度，采取定人、定岗、定时、定责、定
标准的“五定”措施，切实巩固整治成果。

此外，该局还与交警联合开展停车秩序
整治，以大庆路为试点，进行非机动车泊位
的物理隔离、完善道路标牌标识及道路功
能，从源头上治理停车秩序。目前，已设置
物理隔离约 1600米，新增出新机动车位
192个，取消非机动车道停车位183个，设
置标牌标识199块。同时全面推进道路机
械化清扫、清洗、吸尘等低尘作业，定期组织
冲洗车对城市家具进行冲洗保洁，有效降低
道路扬尘。继续开展建筑渣土管理整治，督
促清除工地门前乱堆放，严格工地出入口硬
化标准，按要求设置冲洗设备，督促整饰出
新工地围墙，较好地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任务。 吉佩文

本报讯 日前，由江苏省总工会、江苏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省建设工会
工作委员会、省建筑行业协会承办，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
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中建八局铁军杯”2018年中国技能
大赛砌筑工项目江苏省选拔赛在南京拉开帷幕。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副巡视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洪海，以及
来自全省各设区市的参赛选手、裁判员等近百人出席了
开幕式。

本次竞赛不仅是“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
选拔赛，更是我省建筑工人职业技能的一次大检阅。竞

赛由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两个部分
组成，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南通代表
队的选手斩获了此次竞赛的第一名
和第三名，南京代表队的选手获第二
名和第四名。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
按程序申报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各工种前六名选手将被授予“江苏省
技术能手”和“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
荣誉称号。

刘元 文/摄

扬中市多措并举保障夏季供水安全
本报讯 日前，针对夏季自来水供需矛盾突

出，扬中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相关企业单位密
切关注用水情况变化，分析比对往年同期供水情
况，多措并举保障高温期间供水质优、压稳、量足。

该局要求提前对所有取、供水设备进行了一
次拉网式故障排查，确保取、供水设备处于良好状
态；加大水质监测力度，严格落实“不合格的水不
出厂、不达标的水不进管网”的要求，确保生产工
艺过程主要指标检测有效落实到位；同时通过
GPRS在线压力监测及流量传输系统，实时研判
输配水动态、科学调配、平衡管网压力，保障供水
管网安全稳压运行；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
资，在应对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时，能保证生产
需求和紧急供给。 顾茗

连云港赣榆落实夏季安全生产
本报讯 夏季来临，赣榆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认

真落实监管责任，突出防范重点，严格隐患排查，
着力保障全区建设行业高温季节施工安全。

该局注重加强高温下的防暑降温工作，对不
适应日晒、高温和高湿作业的人员及时调换工种，
合理安排劳动和休息时间，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
饮品和药品。同时，加强饮食和用水卫生安全管
理，防止食物中毒和传播性疾病发生，确保作业人
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该局还强化督导，以防
暴雨强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加大安全生产巡
查、执法力度和检查频度，重点对深基坑、脚手架、
支模架、起重机等危险性较大的环节进行检查。

张永进 欧冬冬

泗洪多种绿化途径展现城市魅力
本报讯 近年来，泗洪县围绕“花园城市、彩色

城市、林荫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丰富城市绿
地景观样式，加大美化力度。通过“篱笆绿化”对
城区满足条件的74个小区围墙实施绿化全覆盖，
栽植蔷薇、凌霄、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10.3万平
方米；通过“棚架绿化”对公园、广场内的各式廊架
实施绿化全覆盖，栽植藤本月季、络石、紫藤等攀
援植物5000平方米；通过“植物造型绿化”在绿地
内增加紫薇花廊、花架、塔楼等纯植物花艺造型
300余处，逐步将城市景观由绿化变为园林，由园
林迈向园艺。 徐丽 孙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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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匠心 志在传承
——记全国建筑产业“大国工匠”张喜平

张喜平在工作现场

不忘初心 美化家园
——记盐城市城市管理局推进城管事业发展

ZHU FANG CHENG XIANG JIAN SHE

我省举办“中建八局铁军杯”
砌筑工中国技能大赛选拔赛

图①：杨洪海宣布比赛开始
图②：实操现场
图③：选手作品展示
图④：选手精心操作

②②
③③
①①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