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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基层科技工作者基层科技工作者··
渝北区科协协办渝北区科协协办

陈煜红，中共党员，管理
学博士，现任重庆仙桃数据
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建筑工程正高级工程师，
全国注册一级建造师，全国
注册咨询工程师，重庆市综
合评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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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采采集集

“北有中关村，南有仙桃谷”，这里
有1800吨重自带光环的“指环王”，有极
具漫画风格的“积木”城堡——仙桃学
院，有时尚现代感极强的规划体验馆。
走进园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这背
后，离不开重庆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煜红带领的规划团
队别出心裁的构思、匠心独运的设计理
念、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用知识报国 以创新筑城

“过去，我国总体城市建设还比较
落后，整体风貌还比较破旧，交通运输
也不发达，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想着，
要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用知识报
效祖国，以创新构筑城市。”陈煜红在
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工程规划建设
管理是一个大系统，横向和纵向涉及
环节较多，对产业带动大，加之BIM、装
配式建筑刚刚兴起，对科技创新感兴
趣的他，想继续学习深造。于是，他放
弃了高校的优厚待遇，选择脱产攻读
博士，毕业后自2009年参加工作至
今，陈煜红在建筑工程这个领域持续
工作了12年。

在荒芜中 筑智慧之城

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遇
到困难时，有的人选择另辟蹊径，有
的人选择迎难而上。陈煜红是后
者，他说：“2014 年，经市政府批准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正式启动，那
时的数据谷一眼望去杂草丛生，没
有一座能走的桥，没有一条像样的

路，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系统等
等。很多拟引进企业都因此对数据
谷望而却步。”

如何增强各企业家对仙桃数据
谷的信心？他和团队一边规划设计，
一边施工，大家通过三个月昼夜不息
的通力合作，直至仙桃南大桥的Logo
工程、临时规划展览中心等标志性项
目落地，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
题，摇身一变从四处求商挖商到现在
择商选商。

仙桃数据谷 处处都是高科技

2020年，“仙桃国际大数据谷”被
评为“2020 年度十大最具活力软件
园”。它的“活力”体现在园区里处处都
是高科技，5G网络覆盖全园，智慧灯
杆、无人驾驶，GIS+BIM大场景招商地
图，高空瞭望、智慧办公、智慧物管、智
慧安防等建成投用。“我们专门开发了
一套智慧园区集成管理系统。这个系
统可在PC端、移动端同时使用，实现随
时随地、无纸化高效办公。以办公楼里
会议室的使用为例，小到会议室的电灯
开关、空调温度调节，大到整栋楼会议
室的预约和使用，都可以通过PC端或
移动端‘一键’搞定。”陈煜红介绍道。

经过三年的时间，陈煜红及团队
通过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实地踏勘，
整理适合数据谷的各种建筑风格要
素等方法，挖掘数据谷的定位，制订
数据谷的整体战略方向，使得数据谷
的建筑形成“合则相得益彰，分则各
具特色”的规划布局，让数据谷规划
先后斩获了“设计影响中国建筑设计
一等奖”“法国MIPIM戛纳国际地产节
大奖”等行业重磅奖项。在陈煜红及
团队的努力下，数据谷目前建设已完
成了80%。

目前，我国的发展已转向高质量
发展，陈煜红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
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运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智慧建造方面
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项目全寿
命周期费用最低。

陈煜红：

让创新注入城市建设
让生活充满科技感

本报见习记者 肖咸秋

陈煜红正专心研究仙桃数据谷的施工图。 （受访者供图）

在重庆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里，有一个在岗位上坚守了37年的身
影在不停忙碌着，他就是重庆川九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德尧。

1984年6月，刘德尧从中国矿业
大学矿山测量专业毕业之后，就一
直从事着矿山、公路、市政、房建等
施工技术及管理工作，在谈及自己
多年的科研经历时，刘德尧总有说
不完的话。

据刘德尧介绍，目前所在的重庆
川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即原“四川
煤矿建设第九工程处”，是隶属于重
庆国资委-重庆高速公路集团-巨能集
团的国有企业，是一家具有56年历史
的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施工企业，连
续多年排名全国煤炭行业矿建工程
施工企业前列，2018 年获得重庆市

“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1984年还不到20岁的刘德尧本

科毕业后，一直在该单位从事工程技
术服务及管理工作。后来刘德尧为
了更好地从事公司矿建施工及技术
研究工作，选择攻读矿业工程专业硕
士学位。连续几年，边工作边学习成
了生活常态。除了在本职工作中殚
精竭虑外，在技术钻研和科技项目研
发方面，他也在不断创新。

“作为基层科技工作者，要从自
己的岗位做起，不断创新，勇攀高
峰。”刘德尧告诉记者，科研经历中

最难忘的一个项目莫过于在21岁时
首次由他牵头组织实施的贯通测量
项目。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即国家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初期，刚
大学毕业的刘德尧服从组织安排由
重庆奔赴山西一项国家重点煤矿建
设工程。在这次建设过程中，工程
需要实施副斜井和800米深立井开
拓的风井间贯通，贯通点位于井下
南北运输巷道段内，贯通距离即沿
着设计项目闭合的距离，超过了 10
千米。

“那时测绘业使用的仪器主要
为传统经纬仪、水准仪和钢尺实施
外业，内业工作最好的就只有带函
数的计算器，为测绘工作带来很大
挑战。当时，在测绘业由于贯通工
作失误导致不能贯通而产生负面影
响的案例也有很多。虽然困难重
重，但是我最终还是成功完成了任
务，最后经测量平面和高程贯通误
差分别为3.5厘米、3厘米，该精度远
小于规范和误差预计值。”刘德尧回
忆道。

之后在多个井工矿项目中，刘
德尧对设计方案提出了修改建议
并得到设计方采纳。1990 年 10 月，
刘德尧获得了中国统配煤矿总公
司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登上了
天安门，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这
种成就与经历对刘德尧来说是难
以忘记的。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
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
平凡。目前，刘德尧正带领着公司科
技人员，与高校合作“水压爆破技术
在煤矿巷道施工中的应用”项目，当
下该项目已经开展到第二阶段的工
业性实验。刘德尧表示，未来自己将
会做好手上的每一个项目，做好岗位
事，为国家科技发展添砖加瓦、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刘德尧：

高精度贯通矿井的
科技匠人

本报实习记者 龙艳

刘德尧，重庆川九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矿
业工程硕士研究生，正高级
测量工程师，第三届重庆市
安全生产专家，重庆综合评
标专家，重庆财政采购评标
专家，国家科技专家，中级爆
破工程师，中国认证认可协
会QMS审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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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尧在山西赵庄草芳项目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