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通讯员 乔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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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工程作业规范， 他要求工作必须高标准
■员工家属生病， 他第一时间批假还每天电话慰问
■不怕农民工 “骚扰”， 他的手机号项目工地员工都知道
■中铁二十二局五公司毕生高速项目经理———

范存斌：

“跟我好好干，让你赚更多钱”

看望困难职工隔三差五做“家访”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洗衣房经理、工会女工委员石宝春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首都工会人

谈及工作及薪资时， 个别公
司的领导讲话总爱唱高调却羞于
谈钱。 可范存斌正好与此相反，
经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 ：
“只要你们在我这里好好干， 不
搞偷工减料等歪门邪道， 我会全
力帮助你们赚钱， 并且保证让你
们赚到更多的钱！” 工作18年来，
范存斌管过项目， 搞过投标， 做
过项目成本经理， 当过公司经管
部长 ， 每一步他都走得踏实稳
健， 并且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管理
经验， 尤其是在对待农民工队伍
的管理上， 他更是有一套能够实
现互利双赢的好办法。

把农民工当亲人
他的手机号大家都知道

在农民工队伍当中， 范存斌
的手机号码是 “透明” 的。 上至
民工 “头儿”， 下至班组长， 甚
至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只要是在
毕生项目上干活的人， 都可以轻
轻松松地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范存斌说： “来到工地， 我
们就是一家人， 有谁见过一家人
彼此不知道电话号码的。 而且，
我们搞项目是为了赚钱推动企业
发展， 他们来工地上打工同样也
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从这一点
上来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赚钱， 而且要赚更多的
钱。” 因此， 他向农民工队伍承
诺， 只要是工作上， 或是生活上
遇到了困难， 都可以直接找他解
决 。 但他同时也告诫民工 “头
儿” 们， 不要想歪门邪道， 更不
要想靠偷工减料和扯皮、 糊弄人
来赚钱， 尤其是要杜绝人为因素
的窝工现象， 否则， 项目成本和
信誉受损的同时， 他们也将跟着
蒙受巨大的经济和信誉损失。

去年8月的一天晚上 ， 范存
斌刚刚躺在床上， 一个民工 “头
儿” 给他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混
凝土供应出了问题， 供不上货，
已经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 而且
担心间隔时间长了会影响到施工
质量 。 范存斌立即叫醒物资部
长 ， 跟他一同下到现场调查原

因， 并从其它作业队紧急调用商
品混凝土进行支援。 解决了现场
问题， 已经到了凌晨， 范存斌来
不及好好睡觉， 只能合衣小憩。

不窝工， 不偷懒 ， 不耍奸 ，
不扯皮。 这是范存斌对手下民工
队伍的整体评价。

“范经理是真心把我们当作
家里人的 ， 不论是物资设备供
应， 还是工序衔接安排， 或是施
工方案优化， 他都给我们出更好

的主意， 帮我们省了好多不该花
的钱。” 谈起范存斌， 桥梁一队
的老王由衷地感叹。

工程统一作业标准
督促下属相互取长补短

毕生三标项目管内有大桥12
座， 且大多处在深沟高壑之中，
最高桥墩墩高达76米， 质量要求
极高， 沟沟坎坎的地形地貌也给

施工带来了极大困难。 而负责桥
梁施工的作业队伍分别来自不同
的劳务公司， 能力、 水平也各有
不同。

为了统一作业标准， 追求完
美质量， 范存斌设法让各支桥梁
队伍结成了互助伙伴， 彼此互通
有无，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

老王率领的桥梁一队是一支
技术能力、 施工水平都很强的队
伍， 但面对大小、 型号不一的桥
梁施工模板， 他却着实犯了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仍然调试不
好， 无奈只好向范存斌求助。

范存斌说： “你去看看别人
是怎么干的， 找找二队的老陈，
他那里有现成的经验。 你应该学
会借鉴别人， 不要光顾着闷头自
己研究， 既耽误时间， 也浪费成
本， 只有互通有无， 相互学习，
互相帮助， 你们才能分别赚到更
多的钱。”

在范存斌的安排下， 桥梁二
队的老陈亲自来到了一队施工现
场， 帮助老王他们完成了模板调
试， 并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了一
队的现场作业人员。

员工家属生病
他当即批假多次电话慰问

“我们与劳务队伍不仅仅是
工作关系， 在生活上也要多理解
他们、 体谅他们、 关心他们， 跟
他们做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让他
们感受到应有的尊重， 这样他们
才能踏踏实实、 认认真真地给你
干活……这才是真正的互利双
赢。” 这是范存斌在公司项目管
理现场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

今年9月， 桥梁二队的老陈
突然找到范存斌要请假回家， 说

是给自己照看孩子的丈母娘突然
病重。 范存斌一边安慰老陈不要
着急， 一边安排人手儿接替老陈
帮他做好现场管理工作， 并嘱咐
老陈不要担心工地上的事情， 早
去早回。

在老陈离开工地的日子里 ，
范存斌几乎每天都要给老陈打个
电话， 询问他家里的情况， 诸如
老人家的病情有无好转， 两个患
脑瘫的孩子如何照顾等等， 并叮
嘱他， 家里有事尽管吱声， 项目
部能做的一定尽力做好。

范存斌发自内心的关怀让老
陈非常感动， 回去处理完家里的
事情， 便匆匆赶回了工地。 一次
酒后， 老陈拉着范存斌的手， 动
情地说： “你是真正的朋友， 我
跟着你干， 永远错不了。”

山高 、 路远 、 沟深 ； 高边
坡、 高路堑、 高填方、 高桥墩、
低报价。 这21个字极好地概括了
毕生项目的特点和施工条件。

“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项目 ，
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群体。 你们干
了一个高难度的项目， 取得了非
常好的成绩。 你们的团队团结，
管理到位， 是值得宣传推广和借
鉴学习的。” 这是中铁二十二局
集团原副总经理王庆国退居二线
之前在视察了该项目后给出的最
高评价。

2014年11月2日 ， 在全公司
项目管理现场经验交流大会上，
项 目 经 理 范 存 斌 作 为 “ 东 道
主 ” ,和总工程师徐英豪一起 ，
分别作了项目管理和现场标准化
施工的经验介绍。 与会者在认真
学习了毕生项目管理及现场施工
经验的同时， 尤其对范存斌帮助
民工队伍赚钱的理论和做法更是
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
店， 提起她， 员工们都亲切地说
她是酒店里的好大姐； 在工会 ，
提起她， 大家都信服地说她是工
会的好委员。 她就是威斯汀大酒
店洗衣房经理、 酒店工会女职工
委员， 员工们口里的 “石大姐”。

在洗衣房工作的8年 ， 石宝
春不顾自己的年纪， 和比她小十
几岁的年轻人一道， 不论酷暑严
寒， 不论烈日风雨， 一锅一锅准
确洗涤， 一次一次细致操作， 一
日一日无私奉献， 一举一动带动
影响着身边同事。

在洗衣房的墙上， 一个写有

多种品牌、 多种材质洗涤方式的
黑板格外引人注意 。 “这还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 我们制
作的提示板呢。” 石宝春告诉记
者， 那年酒店刚刚成立两年， 入
住率迎来了高峰， 且国际客人占
多数 ， 洗衣房的工作量骤然上
升。 衣服的材质决定了它的洗涤
方式， 很多都是奢侈品牌， 稍有
不注意很容易洗坏， 石宝春要求
大伙一定要看清衣服上标明的洗
涤方式， 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在提高我们大伙的业务素
质， 更是在保护我们。” 经历过
那次事情的姜万捷认为多亏了有

那个提示板。
工作上一丝不苟， 生活中她

时时以一个老大姐的姿态出现，
工友们谁有什么困难， 谁有思想
问题 ， 她都倾力相助 ， 耐心说
服， 只要她在的地方， 人们都会
有一种温暖、 融洽的感觉， 同事
们都亲切地称她为 “石大姐”。

2013年年底， 酒店洗衣房一
名职工家里有困难， 父亲病危。
得知情况后， 石大姐坐不住了，
隔三差五地去家中探望。 这位员
工家庭经济情况一般， 爱人收入
较低， 还要养育读书的孩子。 作
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这名职

工除了白天工作 ， 晚上还要陪
床， 没几日人就憔悴了许多。

获悉这些情况后， 石大姐特
别想帮这位员工做点事情。 除了
经常到医院去看望、 联系其亲属
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之外， 她还
与工会其他员工一起， 在酒店发
起了捐助活动， 倡议同事们帮扶
解决一部分治疗费用， 用温暖为
患病家属送上希望之光。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尽
自己所能， 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
活上的困难， 是我一直以来的信
念 。 ” 石 宝 春 经 常 对 大 家 说 ：
“我就是你们的老大姐。”

范存斌(左) 在查看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