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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江河湖海等处含水量高的软土地基

加固变成硬地基，再在上面铺路搭桥、建楼造

房？放眼世界，这都是一项技术性难题。

1999 年，时任江苏省江阴市港口开发公

司总经理的徐士龙长期从事着软地基加固处理

相关业务。有天，他正蹲在一处滩涂岸边，和

同事们忙着监测软滩真空抽水，然而由于含水

量较高，水不易排出，真空抽水一直没看到

效果。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时，一辆重型卡车从边

上驶过，徐士龙发现，抽真空的泵液位竟然波

动起来。就是这个压差理论的发现，让徐士龙

在后来发明了颠覆软地基处理、突破传统规范

限制的快速“高真空击密法”。与传统方法相

比 ， 该 技 术 不 仅 造 价 节 约 30% 、 工 期 节 省

50%，且质量可控、绿色环保。

此 后 20 余 年 ， 徐 士 龙 带 领 他 所 创 建 的

上 海 港 湾 集 团 ， 将 “ 高 真 空 击 密 法 ” 这 项

新 技 术 从 上 海 应 用 到 全 国 ， 又 从 国 内 出 发

走 向 了 “ 一 带 一 路 ” 共 建 国 家 ， 足 迹 遍 布

全 球 20 多 个 国 家 ， 涉 及 机 场 、 港 口 、 公

路 、 铁 路 、 电 厂 、 市 政 等 各 领 域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给 软 土 硬 化 这 道 世 界 级 难 题 交 上 了

一份“中国答卷”。

依靠专利起家，依靠专利发展，依靠专利

走出国门，徐士龙看到企业技术出海的广阔前

景，并一直积极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言。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徐士龙提交的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技术

抱团”出海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的

提案，再次为民营企业“走出去”，为推动经

济发展鼓与呼……

■技术革新的难与甜

徐士龙是土生土长的江阴人，虽然小时候

家 里 条 件 不 好 ， 但 他 在 学 习 上 一 直 很 刻 苦 。

“这孩子的物理化学一直都很好”，是老师和父

母对他的一贯评价。

1977 年，高考恢复前，徐士龙高中毕业

后 来 到 江 阴 港 务 公 司 ， 成 为 一 名 港 口 装 卸

工人。

得知高考恢复，徐士龙第一时间报了名。

“身边没几个人选择继续高考，因为一旦有了

工作，很多人高考的想法就会欠缺一点。并且

码头工人的日常总是汗流浃背的，还要一边工

作一边学习，非常辛苦。”但沉重的货物没有

压弯这个年轻人的意志，徐士龙明白，自己想

继续读书学习的愿望很强烈，“读书才能改变

命运。”

恢复高考第一年，徐士龙考进了江苏电视

大学，取得专科学历。从电大毕业后，徐士龙

以一腔热血投入工作。直到发现那个令他感到

激动的压差理论，从事软土地基 10 余年的徐

士龙意识到，“与传统的在软土里拌水泥方法

相比，压差理论将会带来一场软土地基的技术

革新！”

时值 1999 年上海外高桥建设，在软基加

固上碰到了瓶颈，徐士龙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没有过多犹豫，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凭着

一股科研热情，义无反顾地“下海”了。

在上海港外高桥港区的芦苇滩畔，他以工

棚为研究室，以工地为试验场，一心一意搞

发明。

2000 年 ， 徐 士 龙 创 建 了 上 海 港 湾 公 司 。

此时，基于压差理论提出的高真空击密法作

为一种软基加固的全新方法，完全没有配套

的 设 备 和 机 械 。 徐 士 龙 和 团 队 只 能 自 己 研

制，翻遍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相继走访了

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专家。最

终从国外进口零配件，回国请专家组装，花

费了近 100 万元打造出第一台 24 吨双驱轮的

振动机组。

“ 由 于 没 经 验 ， 笨 重 的 振 动 机 开 到 现 场

后，一进入外高桥软基试验区就陷进了淤泥

中，最后还是上海港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帮我

们 捞 上 了 岸 。” 徐 士 龙 对 当 时 的 场 景 印 象

深刻。

创业远比想象得更为艰难，摆在徐士龙面

前的难题还有科研经费。“第一年就把家底掏

空了，举债 500 万元用于搞科研，到了第二年

又全部亏损。几年下来，最困难的时候，欠下

了上千万元的债务，合伙人因压力太大选择退

出，工程师也陆续跳槽。”

但徐士龙依然坚信，只要方向没错，一定

会守得云开。带着背水一战的勇气，600 多个

日 日 夜 夜 ， 屡 战 屡 败 ， 屡 败 屡 战 ， 终 于 在

2001 年，快速“高真空击密法”的软地基处理

方法问世。

何谓“高真空击密法”？

“形象地说，高真空击密法处理软地基就是

一个把‘嫩豆腐’压缩成‘老豆腐’，再到‘豆

腐干’的过程。”徐士龙打了个比方：“这是一个

物理变化过程, 用真空制造压力差，把软土分

子间不易流动的水挤出来，无须向土体中掺入固

化剂或外加剂，不仅造价低廉，还做到了对场地

及周围环境的零污染。”

徐士龙第一时间向国家专利局提交了专利

申请。

“仅过了 50 多天，上海市科委对此技术进行

了鉴定，评价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巨大的社

会和经济效益’。”徐士龙回忆道。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长期形成且独有的，

支撑起企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优势。”徐

士龙明白，有关键技术“傍身”，才能从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尝到甜头。而这次成功，只是一

个开始……

■市场是技术的归宿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后，这项发明成果如何走

向市场，最终获得认可，成了徐士龙开启的又一

场漫漫征程。

2003 年，浦东机场二号跑道改扩建工程竞

标，这是一项“向大海要机场的方案”，对徐士

龙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虽然有 7 个

方案同台竞技，但是能拿下，就能证明‘高真空

击密法’的实力所在。”

面对周围此起彼伏的质疑声，因为已经有了

上海外高桥港区软地基加固处理项目的经验，徐

士龙对接下来要参与的对比试验有了底气。

试验结果显示，徐士龙的“高真空击密法”

在 6 个主要技术指标中，有 5 项达到第一，以优

异成绩胜出。

不过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徐士龙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团队来做，依然还未取得各方信服。第

一次试验成功后，有专家提出，“结果是不是具

有偶然性？”

紧接着，第二次试验开始了，通过召开专家

会进行监测评价，得到的结论是：徐士龙团队的

方案在造价、工期以及关键技术指标上都非常优

秀，这项民间个人专利技术脱颖而出。

对这个结果，徐士龙等待已久。“我们靠数

据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虽然方法不一样，但‘高

真空击密法’不但解决了濒海临滩软土地基差异

沉降的问题，还节省了 174 万立方米石料，节约

了近亿元建设资金。”

此后数年里，高真空击密系列技术在环太

湖、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北部湾、杭州

湾、环渤海、胶州湾等地广泛应用。2012 年，

“高真空击密法”获得三项国际奖项：最佳发明

金奖、鲍格胥支持发明奖、绿色发明荣誉金奖。

回看当初，徐士龙坦言，“那时候并没有特别大

的目标，只是感觉这个技术很好，琢磨着研发后

能不能推广出去。”

2013 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

广大民营企业“走出去”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也

让徐士龙看到了更多可能性。

以往，我国建筑行业“走出去”一般以劳务

输出为主，鲜有技术输出。徐士龙希望：“这样

的局面能够改变，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让每

一个‘微小’发明能够落在项目上，把中国原创

技术推向全球。”

2022 年 ， 我 国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近 80 万 件 ，

其 中 民 营 企 业 就 占 到 8 成 。“ 如 果 这 些 资 源 得

以整合，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将形

成巨大的技术优势。”因而，连续两年，徐士

龙都在全国两会期间围绕民营企业参与“一带

一 路 ” 建 设 持 续 建 言 ：“ 支 持 民 营 企 业 出 海 ，

重 点 支 持 有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的 民 营 企 业 形 成 龙

头，发挥带动效应，鼓励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共同出海。”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徐士

龙说：“加强科技创新、打造民族品牌，是我一

直以来最珍视的梦想。”

■为“中国原创”而努力

2018 年，徐士龙成为第十三届上海市政协

委员——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上走过的一路坎

坷，化为了他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的不竭动力。

2021 年，徐士龙联合几位委员发起了一场

以“发挥上海桥头堡作用，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委员提案沙龙”。

“几个小时的讨论，几十条的建议，在思想碰撞

中，一件关于打造上海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联名提案最终诞生，提交

后不仅获评上海市政协 2022 年度优秀提案，还

被带上了全国两会。”

此时的他，已带领上海港湾在企业出海的道

路上历经了多番历练。2008 年，印尼龙湾电厂

成为徐士龙叩开世界大门的“敲门砖”。

“在沼泽地里为印尼建电厂，在当时被很多

人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徐士龙回忆道，

这座电厂选址在海边滩涂沼泽，软土厚达 20 余

米，大型设备无法进入，同时还是地震烈度 8 度

的强地震区。

国外专家曾断言：现有场地不可能建设电

厂。“我们的工程师经过谨慎计算、反复论证，

给出全新方案，突破施工难题并节省大量成本，

成为中印合作的典型项目。”

2023 年，徐士龙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站在更大的履职平台，身上的责任也更重

了。”

“海外市场很大，这个市场究竟需要什么？”

这是徐士龙在“走出去”中思索最多的问题，

“企业如何将技术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市场所需的

产品或服务，是‘走出去’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的关键。”

在徐士龙的建言中，常见的“高频词”，多

是“技术抱团”“开展合作”“优化组合”等。

徐士龙说，“2023 年海外市场占上海港湾集

团业务比例近 80%，尤其在‘一带一路’领域已

有不少拓展项目，2024 年一季度，上海港湾集

团 海 外 新 签 订 单 已 达 5.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超

100%。”

这样的成绩背后，徐士龙深知，企业出海并

非易事。“中国原创技术与国外标准相衔接是一

个重大课题。”

在越南，徐士龙接到订单的同时，也随即收

到了一封律师函，被法国国际知名公司起诉“侵

犯专利”。“但其实早在两年前，我们已经在越南

注册了本专利，这场诉讼变成了专利对抗。”徐

士龙意识到，一旦输了就将输掉整个市场，虽然

诉讼标的很高，但他决心对抗到底，花巨资聘请

律师，进行反诉，最终胜诉。

“让中国原创技术走向世界，让中国标准被

世界认可。”在实现民族创新梦的道路上，徐士

龙走得步履坚定……

虽 然 一 开 始 出 海 的 过 程 非 常 艰 辛 ， 但 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上海港湾的原创技术不断

“出圈”——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印度尼西亚雅

万高铁、阿联酋棕榈岛等重大港口、机场、电

站等岩土工程项目的软土硬化、围海造地，到

技 术 服 务 涉 及 越 南 、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 新 加

坡、阿联酋、沙特等 20 多个国家，打破原先由

欧美企业、欧美标准主导的局面，全球“朋友

圈”越来越大。

但最让徐士龙感到自豪的，还是实现“中国

标准”的国际化。“2016 年上海港湾联合印尼公

共交通部、印尼岩土工程协会，一起制定了地基

处 理 国 家 标 准 ， 2017 年 印 尼 政 府 颁 布 了 一 项

‘真空预压’技术的应用规范，这是‘中国标

准’的成功输出，为海外建设铁路、公路、机

场、港口等重大项目提供了重要帮助。”

徐士龙：为了中国标准国际化
本报融媒体记者 王慧文

徐士龙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民 进 中 央 企 业

家联谊会副会长，上海港湾集团董

事长。首届中国发明协会会士，获

2020 年上海市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

者）、第一届上海统一战线岗位建功

“十大楷模”等称号。

仲夏时节，沿着海榆中线 224 国道来到

海南省三亚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交界的

甘什岭一处山谷，映入眼帘的是连片亭亭玉

立、婀娜多姿的槟榔林海。山风袭来，一阵

阵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这里就是海南槟榔

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6 月 10 日一大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刚一踏入景区大门，吉贵已经和员工一起站

在门口，一边大声说“波隆，波隆”，一边

竖起大拇指，声音此起彼伏 （“波隆”即黎

语槟榔，槟榔为黎家人平时交友、婚庆、佳

节必不可少的赠品，蕴含着幸福、吉祥、美

好之意）。游客们深受感染，纷纷竖起大拇

指回应。

声音洪亮、待人热情、充满活力，是吉

贵给人的第一印象。黎族出身的他，一直有

个愿望：要向全世界推荐海南黎族独特的民

俗文化，让海南黎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如今正日渐

清晰。

■用乐观和热爱作灯笼

“捡螺去捡螺嘿勒，带妹去捡螺，妹啊

快来呀……”来自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牙

排村的 19 岁黎族姑娘姗姗，身着传统黎族

服装，面对着游客唱起了地道的黎族山歌。

充满民族特色的服饰，甜美的歌声，引得众

人纷纷与她合影。正在读大学的她说：“在

这里既能实习，又能学到黎族的传统文化，

我很享受这些乐趣！”

“海南独特的黎苗文化让人印象深刻。”

来自甘肃的林先生等一行游客纷纷点赞。

如今深受大家喜爱的槟榔谷，创建之路

也经历了很多坎坷。吉贵说：“我是靠执着

和 热 爱 一 路 走 来 的 。” 创 业 之 初 ， 面 对 缺

钱、缺人、缺地的窘境，吉贵就像在黑夜打

着灯笼一路摸索，而这个“灯笼”，就是他

的乐观和热爱。在吉贵的坚持下，近年来槟

榔谷的发展越来越好，推出了多个黎苗文化

体验项目。

如今，他的乐观和热爱，也如同灯笼一

样，照亮了其他人。

槟榔谷有声有色，也吸引着景区周边的

村民。村民们由最开始的不理解，转为主动

上门联系，希望景区能“扶上马送一程”。

吉贵介绍，通过“景区+农户”“农民+

员工”共生共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道路，景

区带动周边村民发家致富，通过帮助周边村

庄“三通 （通水、通电、通路） ”，与村民

们共同打造美丽乡村，因此吸引到了更多游

客。

同时，景区采取了灵活就业的模式，让

周边村民既能在景区发挥特长挣钱，又能兼

顾家庭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拓宽了增收渠

道。此外，景区还打造了一条拥有 123 个摊

位 的 “ 惠 农 街 ”， 用 来 无 偿 提 供 给 周 边 村

民，让他们经营农副产品生意。近年来，通

过开展就业稳岗、产业兴农、人才培养等多

种方式，景区助农“扶智”成果显著，实现

了“旅游+富农”的双赢。

众人划桨开大船。在周边村民支持下，

槟榔谷景区也从一个小小的黎村发展成如今

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这背后凝聚的，是和谐相处、

团结奋斗的力量，也是每个人的乐观和热

爱。

■为文化传承作桥梁

“作为政协委员，保护好、传承好黎苗

族 传 统 文 化 ， 是 我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 和 义

务。”吉贵掷地有声。

当前，海南黎苗传统文化传承仍面临着

一些困难。如何创新模式，让黎族文化迎来

自己的春天，一直是吉贵思考的问题。他把

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海南黎苗文化作为

履职重点。

带着如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

让非遗传承人有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

文化多样性、激发非遗传承人创造力的思考，

吉贵的足迹走遍了海南的山山水水。他和团队

一起发现了许多散落民间的文物，并把它们展

现在槟榔谷的文化长廊、无纺馆、麻纺馆、龙

被馆等主题文化展馆。

保亭县加茂镇南茂居什坡村的王文进，是

非遗技艺传承老艺人，能够自制鼻箫、哩咧、

灼吧等黎族竹木乐器，吹奏的曲乐音质极具民

族特色，他自创的乐曲深受广大黎苗族同胞喜

爱。保亭县响水镇什栋村的吉金妹，是保亭县

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黎锦织绣技艺很

是精湛。他们纷纷找到吉贵，诉说了口手相传

的技艺面临失传的窘境。

吉贵一边在景区为非遗技艺提供展示的舞

台，一边积极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为深

入推进文旅融合、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不断激

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活力提出建议。

2022 年，吉贵在提案中建议，建立规范

的非遗传承教育文案，从内容上规范非遗的历

史性、原创性等建议。这件提案也被省政协列

为重点督办提案。在省旅文厅和保亭县政府重

视下，保亭县旅文部门与教育部门协调合作，

编写实操性强的校本实践非遗教材，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同时，将非遗传承人培训

与“社区教育”结合，扩大对传承人的培训辅

导，增强创新思维，完善传习体系。此外，引

导社会力量参与“非遗”研学路线、体验产品

的研发推广。

2023 年，吉贵跟随省政协调研组，到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鹦哥岭、五指山

等片区调研学习，这也为他撰写提案提供了灵

感。他建议：充分挖掘热带雨林资源优势和独

特的黎苗文化、非遗技艺，谋划好产业发展方

向，大力发展森林康养、雨林骑行、登山等生

态旅游新业态，解决就业、促进民生经济改

善。

围绕海南如何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吉贵

认 为 ：“ 将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作 为 全 链 条 推 动 发

展，针对旅游产业涉及的餐饮、酒店、交通、

景区、旅行社、导游、购物店分别制定行业奖

惩机制，由政府主导并设立专项奖励资金，由

行业协会监督执行，根据年度服务积分奖优罚

劣、激励担当。”

“政协委员履职一定要围绕本职工作，深

入联系的界别群众广泛调研、潜心研究，确保

高质量建言。当建议得到采纳和落实、问题得

到解决时，才是最有成就感的。”言及此处，

吉贵爽朗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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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协常委，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政协常委，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中华全国总

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

省优秀政协委员称号。

徐士龙 （左二） 与团队成员讨论技术实施方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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