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大女代表风采

陈艳，党的二十大代表，

湖南党史陈列馆副馆长。创新

党史宣教，累计讲解接待观众

1000多万人次，提议并参与组

建湖南党史陈列馆红色故事宣

讲团，在全国各地宣讲1000

多场，线上线下受众达600多

万人次。利用新媒体宣传党史，

原创博文 5000 余条。被评为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三

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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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珍：攻克技术“硬骨头”，妙解工程大难题

张珍，党的二十大代表，湖

南建设投资集团六公司施工技术

员，先后在张家界人民医院工

程、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等项目担任施工

技术员，运用BIM（建筑信息模

型）技术极大提升了项目精细化

管理，做好技术保障推动项目

低碳智能建造。她牵头编制多个

工法及课题，获得省级工法和

国家专利。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工期紧、质量要求严格、任务重、

管理复杂，开工以来就受到社会

各界高度重视。

项目留给张珍的挑战一重又

一重：模板管理难、项目管线

复杂、大型专业设备多、净空

要求高、协作难。面对这些需

要张珍去征服的“高峰”，她想

到了一门新技术：BIM（建筑信

息模型）。

在我国建筑行业向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过程中，BIM 技术扮

演着重要角色。用通俗的话来说，

利用 BIM 技术，可以形成可视化

模型，给等待建造的建筑“拍片

子”。与传统的二维绘图技术相

比，BIM 技术不仅能提高生产效

率、节约成本，而且在绿色环保

方面也更具优势。

天生不服输的张珍主动出击，

她结合实践摸索，日夜钻研，把

工作追求到极致，仅仅一个施工

方案就修改了16 版。此外，为了

让工地同事们更准确地把握施

工标准，张珍还将二维平面转化

为三维可视化模型，将高难度技

术明了化。“这个好，一看就懂了。”

工友们忍不住赞道。

工地上，不苦是假话，但在

这里，张珍飞快地成长。

2017 年，全省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建设启动。其中，慈利县26

个安置点分布于17 个乡镇，大

部分安置点处于山区，地质复杂、

条件艰苦，技术难度大，很多人

都不愿意去。这时，张珍站了出了出出

来，主动请缨到条件最艰苦的项

目担任技术员。

在号称“慈利的西藏”——

洞溪项目建设点上，停水停电是

常事，住工棚、吃方便面是常态，

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更不是什么

稀奇事。而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

境里，张珍却创造性地利用无

人机航拍技术还原场地三维模

型并进行三维坐标校正，优化了

BIM 技术应用，极大降低了项目

成本和施工难度。

这些看得见的成绩和努力，

让工地上的男子汉们都竖起了大

拇指。

 

走到哪，
就把学习小组建到哪

 张珍的青春岁月，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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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变得焕然一新。摸爬滚打

中，催生了张珍对技术创新的

敏锐性，始终追赶着先进技术，

让自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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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发生地。

为习近平总书记担任讲解员

的，正是陈艳。尽管“半条被子”

的故事已讲述过上百次，但她还

是有些紧张。“怕讲不好，唯恐

辜负了这段温暖的历史。”为此，

陈艳特地请了5天年假，�长沙

赶到沙洲，提前住在徐解秀故居

附近的村民家，天天泡在现场。

“徐家四代人我都接触了，她家

的子孙中有 11 名党员，曾孙中，

一个是讲解员，一个是村支书，

他们是半条被子精神的传承者，

也是�半条被子到幸福日子的亲

身经历者。”

在陈艳看来，好的讲解必须

要有充分的情感积累和专业积

累。她和当地党史专家徐宝来深

入交流，�足功课。“徐老师都

退休了，但他还愿意�我，��意�我，���我，��

把他几十年如一日挨家挨户、翻

山越岭采到的珍贵资料、挖到的

感人故事，都毫无保留地分享给

了我。”

正是不断的深入钻研与经年

积累，造就了陈艳声情并茂、感

人�深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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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将技术之花开在各个

项目工地上。

机场改扩建工程项目，张

珍带领团队开展《建设工程碳

排放定额计算分析管理系统》

课题，进行碳排放软件的研究

开发，成果推广到了各项目；

《BIM+VR 技术在施工中的研究

与应用》课题中，作为主要研

究人员，课题成果“建筑施工

VR 教育系统”已投入使用，平

均为每个项目质量安全样板间

施工费节约 10 万�。�。。

项目在哪，张珍就把“项目

新技术学习小组”建到哪，�助

现场人员掌握基础技术，运用

BIM 技术�助工人们优化施工，

累计培训达 500 余人。其中，在

号称“环球梦工厂”的湖南广电

项目，张珍带着项目团队一道，

抓重点、清难点，在高标准应用

要求下，实现了BIM 应用覆盖项

目全生命周期。

如今，在机场改扩建工程担

任施工技术员的张珍干劲满满，

“能到省‘一号工程’来�技术

工作，我深感幸运，但也深知将

会遇到的挑战和要扛的责任有多

大，但我已�好充分准备，迎接

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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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故事】

9月中旬，湖南师范大学田

径场，7500多名新生正在聆听

一场红色故事会，听到动情之处

不少学生热泪盈眶。带来这场红

色故事会的，正是陈艳带领的湖

南党史陈列馆红色故事宣讲团。

作为“金牌讲解员”，像这

样的讲解陈艳每年要开展很多

次。22年来，陈艳一直坚守在

讲解一线，累计讲解接待观众

1000多万人次，“作为一个党史

工作者，我坚信一个故事可以影

响一个国家。未来，我要立足

自己的岗位，带好我们的红色故

事宣讲团，第一时间把党中央的

精神入脑入心地传递给广大的

人民群众”。

【代表故事】

张珍是建筑与土木工程专

业研究生毕业，2015 年进入湖

南建设投资集团。她放弃留在

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到工地

一线当起了施工技术员。多年

来，她凭借着扎实过硬的专业

本领和不断进取的执著心态，

在工地里闯出了一片天地，在

砥砺前行中成就了巾帼力量。

陈艳：从半条被子到幸福日子，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攻难关，
在“慈利的西藏”还原三维模型

 “ 干 一 行， 爱 一 行。” 这

是张珍来到工地之初就秉持的

信念。解决技术难题、辅助图

纸会审……桩桩件件都要落实。

一进入工地，张珍脚步仿佛带

风。几乎每天和钢筋混凝�打

交道，风吹雨淋的生活，张珍

习以为常。

刚工作一年，张珍就作为施

工技术员被派往张家界市人民医

院一期工程项目，这是张家界市

�今最大的民用医疗建筑工程，

总建筑面积约 16.2 万平方米，

做好“传帮带”，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要感动观众，先要感动

自己。”陈艳回忆，为了打磨《消

失的二十五年》一稿，她先是

网上搜集“两弹一星”功勋陈

能宽的事迹和报道，专门购买

相关书籍，一字一句读，积累

宣讲情感。

后来，她又想办法找到陈能

宽在老家慈利唯一在世的妹妹，

老人动情地讲起哥哥消失 25 年

直到1989年才回老家的细节：“当

时父母已经不在了，大哥二哥也

去世了，我抱着哥哥失声痛哭，

问他这 25 年都去哪了？妈妈生

前很疼他，临走时候一直喊着哥

哥名字。哥哥在父母坟头久跪不

起热泪长流。”陈艳听到这些泪

流满面，内心被深深震撼，将这

一细节加入宣讲中。

很多时候，即使没有观众，

给员工�培训时，讲着讲着陈

艳也会哽咽。陈艳告诉新人：“好：“好“好

的讲解不是普通的字正腔圆，

而是看你有没有用心用情用力

讲好故事，你是否真的热爱观

众。”如今，陈艳更多地承担了

“传�带”的工作，将 20 多年

积累的讲解技巧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年轻的同事们。

一个讲解员每天接待的观众

人数有限，怎样才能影响到更

多的人呢？自 2009 年开始，陈

艳开辟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

她先后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

号上创立了“讲解员陈艳”�号，�号，，

结合社会需求、新闻热点，与

时代同频共振。2016 年，她提

议并参与组建湖南党史陈列馆

红色故事宣讲团，带领团队挖

掘 100 多个党史故事，在全国

各地宣讲 1000 多场，线上线下

受众达 600 多万人次。

如何让党史更贴近青少年

心灵，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

来”？最近，陈艳带着相关课

题，走进校园、社区开展调研。

她说：“当代青少年肩负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

传承红色基因，是我研究的一

个课题，更是一份义不容辞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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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资料，
深情讲述“半条被子的温暖”

 2020 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这个

小村庄，正是“半条被子”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