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孔香翠 邮箱：397094154@qq.com04 社会点击

自 11 月 20 日本报 4 版刊出《舟山“一线天”美景刷
爆朋友圈》一文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读者纷纷慕名
前往实地打卡，并就“一线天”的由来发起了热烈讨论，
甚至有人猜测其与通往仙居的盐马古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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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胡锦

凡是工地，必到现场；凡有问题，必定盯
牢。这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质
安站站长徐斌的工作原则。入行 23 年来，他
把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和不懈追求写到每个工
地现场，点亮了匠心筑造的“安全之光”。不
久前，他通过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评审，成为我市建设
系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的第一人。

基层一线扛起质安大旗
手握最高级别的任职资格，徐斌心里记

着的，却是初入行时老前辈的教诲——“干一
行 ，爱 一 行 ，精 一 行 ”“ 沉 下 心 多 走 项 目 一
线”。1998 年，徐斌从学校毕业后成为永康质
安的普通一员。“下沉一线，不仅在于勤，更在
于精、在于准。为一线指出问题只是第一步，
分析成因并精准地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才是
重中之重。”徐斌说，作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力量里的一份子，这才是最真的任职资格。

正是这份认识，驱使着徐斌 23 年如一日
地扎根一线，脚步踏遍了全市的工地现场，从
工地实践到项目科研，从一名普通监督员成长
为正高级教授，勇担当、敢作为，用细心、潜心、
尽心写出了一张关于“质安”的高分答卷。

“采用这种墙体材料以后，我们内墙的保
温层厚度可以从 35 毫米减为 15 毫米”“这个
施工缝比之前处理得要好，但还可以通过优
化混凝土阻隔方案进行提高”⋯⋯一大早，徐
斌就来到了项目工地现场检查工作。

“徐工给出的建议指导性很强，运用的新
工艺超前独到。”新华建设工程部总监胡伟生
说，只要与工程质量相关的，每一个细节他都
不会放过，而发现问题与不足，也习惯于用可
操作的方案给施工方提出建议。

青藏高原上展现浙江速度
徐斌坚持学习，以“实践引领，质安保障”

为方向，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截至目前已参与
编写省行业标准两项、团体标准三项，主导研
究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透水混凝土强度等课
题已有三项通过省部级科研成果认定，获专利
4 项，并有多篇论文在各类专业杂志上发表。

丰硕的成果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厚度，
却不是徐斌职业生涯的全部。2015 年，徐斌
接到省政府通知，与省第七批援藏干部前往西
藏那曲支援边疆建设。在那曲，熬过体能关的
徐斌全身心投入工作，充分利用自身经验，深
入一线为工程建设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特别
是在省援建那曲城区“拉萨路”项目改造中，徐
斌与各方人员一起研究施工方案、解决难题，
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克服气候影响，将原本
需要两年完成的工期提前了近四个月。在青
藏高原上充分体现了“浙江速度”的同时，留下
了永康建设人的足迹。

援藏归来，徐斌经过短暂休整就回到了
他钟爱的质安一线。近年来，我市工程数量、
规模、施工难度等不断提高，徐斌却从来没有
停下脚步：“新的建筑和新的施工方法，对我
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但其实也是一个新
的学习机会。我们愿与建筑业一道成长、成
熟。”徐斌正谋划着和同事们一道努力，通过
培育一批优质示范工程，进一步带动提升全
市工程质量水平，成就大家的安居乐业梦，让
建筑质量成为永康的一张“金名片”。

《舟山“一线天”美景刷爆朋友圈》后续

40年前凿的致富路成了网红路

“这个‘一线天’人工开凿的
时间也就 40 年前左右，跟盐马
古道没有关系，主要跟当年条石
开采有关。我们村有人就是当
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舟山镇
洪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徐有旺揭晓了答案。

11 月 26 日，在徐有旺帮助
下，记者联系到了洪茂村村干部
蒋丁录和徐龙江，并与他们一起
重走了舟山“一线天”。

与 第 一 次 踏 访 的 路 线 不
同，这次记者驱车先到洪茂村
荷花山的更山沿位置，下车沿
着山路步行不到 10 分钟就到
达了目的地。

当日虽然阳光灿烂，但是

“一线天”的地面依旧是潮湿的，
置身其中还有一些透心凉的感
觉。“这些水都是从石头里渗透
出来的，跟附近岩宕群里的水是
一样的，我们这个‘一线天’的出
现也跟当年开采条石有关。”徐
龙江笑呵呵地说。

“我们这可是出了名的‘条
石之乡’，从清朝开始就有人打
条石了。周边的村几乎都有村
民从事条石开采，条石主要用于
铺石板路、做房子的石墩等。我
家从我舅公到我父亲，再到我都
从事过这一行，我是从 13 岁开
始开采条石的。”64 岁的蒋丁
录是当年人工开凿“一线天”的
参与者，回忆当年开采条石的情

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谈及舟山“一线天”的由来，

蒋丁录回忆应该是在上世纪 80
年 代 ，也 就 是 他 20 多 岁 的 时
候。“40 年前，我们开采条石都
没有机械设备，纯靠人工叩石，
运送条石的工具也主要是独轮
车、双轮车，用手扶拖拉机算是
已经比较超前的了。那时候，因
为这附近的村庄都有村民开采
条石，我们当时想的是凿一条拖
拉机路，方便运输条石。这‘一
线天’实际上就是当年的拖拉机
路，我们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
完成的，可以说是倾注了‘愚公
移山’的精神。”蒋丁录指着两侧
峭壁深浅不一的凿印说。

他援藏修路
让2年的工期
缩短4个月
徐斌获评我市建设系统
首个正高级工程师

村干部重走当年的拖拉机路村干部重走当年的拖拉机路

融媒记者实地拍摄融媒记者实地拍摄““一线天一线天””美景美景 凿凿““一线天一线天””的工具的工具

蒋丁录介绍，这“一线天”
的位置刚好是在两山之间的山
坳处，当时他们的计划就是从
山坳的顶部开始，按照开采条
石的标准一层一层往下凿，一
方面凿出运输捷径，另一方面
凿路过程中开采出来的条石还
可以销售，可谓一举两得。当
时为了赶工期，现场每天基本
有五六个人负责打条石，四个
人负责搬运，他自己主要负责现
场监工。

然而，就在工程进行了两三
个月之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
了，打破蒋丁录等人一举两得的
美好想法。“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比方前一天凿出了规整的两条
石头缝，等到第二天回去看的时
候，有石头缝的那块石头就会出
现崩裂的情况。这样一来，打出
来的条石大小形状就不规则，相
当于是废料了。

接连很多天，都发生了这样
的怪事，有人觉得太蹊跷，按照
当时的说法就是凿到了‘龙脉’，
我们为此还专门拿着猪头、鹅到
现场祭拜，但实践证明这个做法
没效果，石头崩裂的情况发生依
旧。”蒋丁录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这种怪事发生呢？蒋丁录等人
事后分析，主要跟地处山坳位

置，受到两侧山体挤压有关。且
当凿的位置越往下，山的挤压程
度就越大。自那之后到拖拉机
路打通，所有开采出来的条石几
乎都是废料，最后都沦为了周边
村民造房子打地基的材料。

蒋丁录坦言，虽然当年凿这
条路亏了本，但留下来的美景能
引来这么多人关注也是好事。
希望“一线天”能成为撬动洪茂
村旅游发展的支点，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活力，带来新机遇，同时
也希望前来打卡的人能文明游
玩，爱护这里的环境。

□融媒记者 徐敏

“一线天”峡谷就是拖拉机路

凿到“龙脉”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