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徒弟在师傅调走时都能快速顶上去
■对建筑质量的要求比甲方验收要求还要严格
■全方位解决职工后顾之忧令职工工作更专注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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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职工到项目后， 3个月
就可以挑起大梁， 独当一面， 这
是记者近日走进中建一局总承包
公司第二十八项目部大同富力城
项目了解到的情况。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对青
年职工的培养有何妙方？ 对此，
大同富力城项目经理郭晴表示，
他们的项目团队是一个善于学习
的团队， 同时项目为青年职工解
决后顾之忧， 让他们能专心钻研
工作， 青年职工可以在此快速成
才。

善学习后备力量充足
“由于团队善于学习， 我们

的人才梯队很合理。” 郭晴说。
刘龙今年27岁， 去年5月来

到项目， 刚来就当了工长、 后来
当上栋号长 。 刘龙告 诉 记 者 :
“我提升快的原因是在项目学习
机会多 ， 先后参观了3个项目 ，
学到了很多东西。”

程鹏 2012年刚毕业就到项
目， 是总承包公司明星师徒的受
益者。 “我最开始做的是测量工
作， 师傅就是项目经理郭晴。 在
老师的指导下， 3个月后我就能
独立测量了。”

程鹏告诉记者， 他平时遇到
困难， 老师总是教他解决问题的
方法。 最开始的3个月， 他每天
都写日记 ， 记录每天都干了什
么， 包括个人花钱买了什么， 都
有细致记录。

“老师从我的工作和生活上
给予指导， 告诉我该往哪个方向
上走。 现在我也带徒弟了， 有3
人跟我学习。” 程鹏说。

郭晴表示 ， 团队学习氛围
浓， 往往一个人有事调动， 另一
个人可以迅速顶上来， 后备力量
成长相当快。 此外， 项目还常常
组织职工赶赴北京项目学习取
经 ， 让职工开阔视野 ， 快速成
长。

翟小飞是技术部经理， 今年
包头富力城项目开工他被项目派

去做技术支援。 翟小飞走后， 袁
国华就迅速顶上来。 袁国华也是
一名新人， 勤于学习， 如今已经
拿下了建筑工程一级建造师和市
政公用工程一级建造师两个很有
含金量的证书。

“项目给我的感觉是很温馨，
环境非常好， 学习氛围浓。” 袁
国华这样说。

郭晴告诉记者， 他难以忘记
的是， 一名由于工作调动的资料
员， 临走前也不忘带徒弟。 她走
后 ， 徒弟就快速顶上了她的位
置。

过硬质量让甲方免检
“你们盖的房子， 我不检查

了， 直接过吧。” 这是甲方监理
对中建一局总承包大同富力城项
目团队说的话。

为什么甲方监理会如此放心
总包方房屋质量？ 原来， 项目团
队有一套严谨的施工体系来确保
质量。

“甲方同意验收通过的 ， 我
们不一定同意。” 郭晴说。

事情还得从一次钢筋模板施
工开始说起， 当时分包施工队伍
把钢筋模板做完后， 经由甲方监
理验收 ， 甲方监理粗略检查一
下， 认为合格了， 可以继续往下
施工。 但是， 细心的项目质检员
发现， 有一个模板还差约10厘米
到位， 经过测算， 可能会对以后
施工安全有影响， 因此坚决不同
意往下施工， 必须把钢筋模板放
到位后才允许往下施工。

中建一局项目质检员据理力
争， 最终， 此事赢得甲方认可。
此后， 甲方监理就给予了免检。

当然， 赢得甲方信任的事情
并不止这一件事， 项目团队还善
于创新。 郭晴告诉记者， 最难忘
记的事情是刚刚挖基坑时， 按照
原来的施工方法， 冬天需要回填
土。 项目团队则进行了创新， 利
用当地的麦秆来做保护层， 按照
理论计算 ， 1.3米厚即可 。 最终

盖了1.8米， 沉降到1.5米， 完全
达到了冬季保护基坑的要求。

“这项麦秆代替泥土的创新，
直接节省资金约20万元。” 郭晴
说。

此外， 团队还创新出一套施
工方法———ZLB反应型橡胶喷涂
工法， 该施工法可以减少用工时
间 ， 相当于每平方米增收8元 ，
全部建筑面积算下来， 则节省了
一笔不小的资金。

打造花园式办公场所
“我们的生活区有时就像一

个花园， 有各种花草树木。 除此
之外还开辟了职工菜园 ， 有青
椒、 黄瓜、 西红柿等， 并开挖了
鱼池养鱼。” 郭晴说。

郭晴告诉记者， 项目远离市
区， 到最近的一个超市也有8公
里。 在这样的条件下， 项目首先
对生活区进行了改善， 实现蔬菜
的自给自足。 住的方面， 宿舍实
行集中供暖； 吃的方面， 食堂管
一日三餐， 并实行分餐制， 确保
饭菜干净卫生好吃。 考虑到职工
业余生活会比较枯燥， 项目又购
买了台球桌 、 篮球架 、 羽毛球
等， 方便职工娱乐。

由于项目上年轻职工居多 ，
项目联系当地通信部拉了宽带，
并设置了WiFi， 方便大家看新
闻、 学知识。

“虽然我们这里远离市区 ，
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袁国华
说。

郭晴告诉记者， 项目上有不
少两地分居的夫妻， 考虑到他们
生活不方便， 因此， 项目提供适
当岗位， 让他们的爱人过来， 并
安排专门的夫妻房。 目前， 项目
上已有7对夫妻。 其中， 有5对夫
妻在项目上生了孩子。 考虑到职
工照顾孩子不方便， 项目不仅将
职工的妻子调入项目， 又将他的
岳父岳母接到项目上来， 给他们
安排工作， 这样， 他们就能实现
全家团圆了。

“治疗的情况怎么样？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近日， 市园林绿化
局领导听说职工朱海霞生病后， 立即来到职工家中慰问， 鼓励她坚定
康复信心。 据了解， 市园林绿化局工会将制定职工帮扶互助行动计划
实施意见， 加强对职工权益的保护力度。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记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大同富力城项目团队

青年职工到项目三月挑大梁

园林局领导看望患病职工

“近期我有一次高危行为 ，
非常害怕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
毒 ？ 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在打
针， 还吃了好多种抗生素， 但是
心里还是嘀咕， 您能告诉我该怎
么办吗？” 日前， 记者来到北京
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采访， 防艾
志愿者正在接听艾滋病防控热线
84322252的咨询电话。

来自某高校的青年志愿者小
张告诉记者： “我们一天能接好
几个这样的咨询电话， 刚才这位
咨询者， 可能就是一个恐艾者，
他已经做了HIV检测， 结果是阴
性， 但他还是不放心。 我只能耐
心地给他做解释。”

在当天， 记者还聆听了一堂
同伴教育员的讲座， 主题是 “吃
药那点事之药物依从性”。 主讲
人大龙从抗病毒药物种类、 什么
是药物依从， 为什么要正确认识
药物依从性等几个方面， 阐明了
HIV感染者按医嘱吃药的重要
性。 他的这些知识， 有的是自己
的亲身体验， 有的是从专家培训
那里得到的。 他以自己的经验现
身说法， 在感染者中有很强的说
服力。

同伴教育员， 即艾滋病感染
者或艾滋病患者经过培训之后，
来到红丝带之家接听咨询电话，
接待咨询者或感染者， 给感染者
讲如何服药， 并提供心理支持。

据北京地坛医院护士长王克
荣介绍 ， 地坛医院已累计收治

50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2008年， 北京红丝带之家艾滋病
同伴教育员项目启动， 成为北京
地区第一支艾滋病患者志愿者队
伍， 填补了关怀体系中同伴支持
的空白。

截至2014年11月， 北京红丝
带之家共完成50名同伴教育员的
招募、 培训和考核， 其中骨干志
愿者28名， 分别参与药物依从性
教育、 咨询、 网络教育和病房关
怀等工作。

在红丝带之家， 高校青年志
愿者小张指着墙上的面具告诉记
者： “这些面具是为了在一些健
康教育活动中， 保护患者隐私而
做的。”

在另外一间小屋， 同伴教育
者老徐， 正在为一位女士做心理
疏导。 由于当天有我们这些记者
在采访 ， 为了保护咨询者的隐
私， 医院特地为这位女士简单地
化妆了一下， 并为她准备了墨镜
和一顶帽子， 这样就没有人能认
出她了。 同伴教育员的同伴关怀
工作， 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感
受到心灵的温暖和体贴， 这项工
作也同样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
视， 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红
丝带之家慰问志愿者。

据介绍， 今年地坛医院同伴
教育团队成功申报两项国家艾滋
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 项目策划
和实施均由同伴教育员独立完
成。

□本报记者 黄葵 文/摄

手牵手 你我同行
———地坛医院红丝带志愿者之家侧记

青年志愿者小张在给记者讲面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