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调整工作岗位
■数个研究成果获奖
■情绪管理以信为本
■自信铸就团队合力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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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强鹏：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李晓东 文/摄

用80后思维管理工程项目
不高的个头、 缜密的思维 、

微笑的脸庞……这是中铁建工集
团上海分公司南京紫金建邺项目
经理强鹏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西北小伙，
曾参与过多个工程项目的建设，
从小小的技术员成长为能够独挑
大梁的项目经理。

强鹏， 1981年生， 大学本科
学历， 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 自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 ，
他先后参与了上海松江达尔厂
房、 南京明基医院、 南京紫金建
邺等项目的建设， 拥有丰富的施
工管理经验， 先后被评为中铁建
工集团 “十大杰出青年”、 “优
秀项目总工程师”、 “南京市五
一创新能手” 等荣誉称号。

角色转换加快成长

翻开强鹏的任职履历， 从技
术员成长为项目经理， 他比别人
走的路更为曲折， 这其间有很多
“小插曲”。 “从项目总工到项目
经理， 感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要从项目经理再做回项目总
工 ， 心态调整显得非常重要 。”
强鹏对履历上两次工作岗位调整
有着自己的认识。

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工程是强
鹏在事业上的转折点， 凭借着在
该项工程上的突出表现， 2011年
7月份， 他被公司任命为东苑丽
宝商务广场工程的项目经理 。
2013年3月4日， 他又收到了公司
的一纸调令， 任命他为南京紫金
建邺项目部项目总工。

“当时公司主要领导还担心
做不通我的思想工作， 没想到原
计划一个上午的谈话只进行不到
15分钟， 我就欣然接受了工作的
调动。” 强鹏回忆说， “当时确
实遇到了毕业以来最大的困惑，
不知道未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重新做回项目总工， 虽然有些不
适应， 但找回了工作的热情和动
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 强鹏的
踏实肯干让他再次获得领导的赏
识， 2014年底， 他被提拔为南京
紫金建邺项目经理。

技术大拿引领创新

用 “技术大拿” 这个称谓评

价强鹏， 一点也不为过。 由他主
持和参与的数个研究成果， 多次
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省部级
工法等， 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头羊
和排头兵。

起初， 和很多技术员一样 ，
强鹏对技术创新没什么热情 ：
“项目技术员每天跑现场， 忙于
施工生产， 好项目就可以了， 技
术创新没必要。 但是公司年度对
项目科研创新成果的奖励， 对我
自身的触动很大。”

观念转变以后， 强鹏将上海

铁路局调度所工程作为科研创新
的 “试验场”。 上海铁路局调度
所工程是在老上海站停车场进行
拆除施工， 首先要将原来的 “基
础桩” 拔出来， 这些埋藏在地下
10米的桩基成为了第一个难啃的
“硬骨头”。 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
借鉴的情况下， 强鹏带领技术团
队开展科研攻关 ， 最后提出了
“全回旋钻机拔桩施工法”。 通过
将全回转钻机固定在钻孔桩中心
上， 全回转套管钻机进行钻孔，
利用套管前端的刀齿切削浅层障

碍物。 再利用重锤破碎套管内较
大体积浅层障碍物， 用冲抓斗将
碎块抓出。 该技术先后获得铁道
部工法、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2
个国家级工法。

80后思维管理项目

在谈到如何管理项目时， 强
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常常
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这些80后
的项目经理与前辈们相比， 最大
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强鹏说，
“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 我认为
主要是接受能力强、 创新意识强
和传承能力强。”

“南京紫金建邺项目部职工
平均年龄29.9岁， 青年员工占比
很大， 管好项目就得研究青年人
的需求和想法。” 项目部定期召
开座谈会， 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反馈，
项目部班子成员根据难易程度，
及时给予解决和处理。

“信， 是管理的根本 ， 也是
基础。” 强鹏说， “批评和教育
要有理有据， 要让每一个员工信
服 ， 不让员工心中留有积怨 。”
在强鹏的影响下， 情绪管理也成
为项目部班子成员的必修课。

作为项目经理， 强鹏注重员
工创新意识的培养， 鼓励青年员
工积极创新。 南京紫金建邺项目
一期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 面对
如此大体量大施工任务， 成本控
制尤为重要 ， 创新工作首先在
“节能降耗” 上做文章。 强鹏在
一次会议上提出： 将地下室照明
灯由36V改为12V， 而且亮度保
持不变。 搭好平台、 创造条件，
青年员工的创新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 他们通过在淘宝上询价， 到
市场上挑选耗材， 成功地解决了
这一技术革新 。 强鹏算了一笔
账 ， 一个灯泡一天节约1度电 ，
100平方米范围安装1个灯泡， 37

万平方米一年保守能够节约40多
万元。 像这样的小举措， 项目部
不胜枚举。

“传承， 就是将老一辈好的
做法延续下去 。” 强鹏解释说 ，
“项目经理抓大局， 同样也要顾
小节， 精打细化才能保证效益。”

凝聚力来自于团结

项目文化是项目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关系到职工队伍的稳
定和项目部的和谐发展。 “团队
的凝聚力来源于自信的氛围 。”
强鹏深有体会， “没有成就感，
职工就找不到方向 ， 会选择退
缩、 放弃。”

费如银是南京紫金建邺项目
部的一名预算员， 项目部高强度
的工作压力让她产生了辞职的念
头， 得知此消息后， 强鹏经过多
次推心置腹的谈心， 让小费打开
了心结。 现在， 费如银已成为能
够独当一面的预算员。

项目部的暖心举措， 感染着
每一个员工。 在职工夜校里， 每
半月都会组织一次集体授课， 项
目经理和项目总工亲自备课， 为
青年人讲解工程知识， 传授工作
经验。 在职工之家里 ， 跑步机、
乒乓球台、 台球桌等设施， 为员
工创造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项目
部还充分听取意见和建议， 筹措
资金改建了4间探亲房， 满足职
工的探亲需求。

夏送清凉、 冬送温暖、 技术
比武、 联谊活动……关怀农民工
的一系列举措， 让农民工切身感
受到了企业大家庭的温暖。 项目
部还选聘了 “党群工作协理员”，
帮助劳务队伍和农民工切实解决
实际困难， 为项目施工生产扫除
障碍。 项目部还不定期组织联欢
会 、 志愿服务 、 登山春游等活
动， 丰富职工和农民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做基层工会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牛栏山镇工会服务站大学生专职社会工作者何雪平

■首都工会人

“请问， 工会的京卡怎么用，
在哪买东西有优惠？” 昨天上午，
一位女职工来到顺义区牛栏山镇
工会服务站咨询， 工会工作人员
何雪平热情地接待了她， 并为她
讲解了京卡的使用方法， 最后赠
给她一本京卡使用手册。

何雪平是顺义区工会第一批
大学生专职社会工作者， 在服务
站工作4年了 。 服务站只有3个
人， 包括她在内的两个大学生，
还有一位退休返聘的职工。

何雪平每天的工作都很忙
碌， 除了接待来访的职工， 为他
们答疑解惑， 还有职工之家的建
设以及困难职工帮扶、 金秋助学
等工会的各项工作。

作为一位基层工会人， 何雪
平每天都在做着一件件杂七杂八
的小事， 每天都在跟辖区的企业
和职工打交道。 作为职工的娘家
人， 80后姑娘何雪平在工作中找
到了一种幸福感， 那就是扎根基
层， 做一颗平凡的螺丝钉。

“为企业和职工服务 ， 能做
一点是一点， 能帮一点是一点，
这就是工会人的使命。” 何雪平
就是这样基于平凡， 默默地做着
小事。

2014年的两件小事， 让何雪
平印象很深。

年底， 顺义区总工会到牛栏
山镇的一家食品企业考察职工之
家建设 ， 何雪平陪同参加 。 当

天， 企业接待人员中有一位叫牛
清晨的职工， 何雪平想也没想就
喊出了他的名字， 当时在场的一
位区工会领导留意到了这个细
节 ， 很欣慰地表扬了何雪平 ：
“看来你和基层企业关系不错 ，
连职工的名字都能一下叫出来，
不错！” 何雪平说： “几个月前，
工会搞合理化建议的评比， 这位
牛清晨参加了 ， 我就记住了 。”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得到领导
的认可， 何雪平心里暖暖的。 这
件小事也督促她做工会工作就要
和企业多接触， 一定要从细节入
手， 把企业和职工放在心里。

职工的难事， 何雪平觉得自
己义不容辞、 全力以赴。 也是在

2014年， 牛栏山镇吉思爱针织公
司的一位职工找到工会寻求帮
助。 原来这位职工的孩子不幸长
了一种罕见的肿瘤， 医疗费负担
很重。 因为按照工会现有政策，
救助对象是职工， 对职工的孩子
没有明确的救助。 何雪平将这个
情况及时上报， 得到了镇总工会
的支持， 又多次企业、 工会两头
跑， 办手续， 最终为这个困难家
庭申请了一定额度的补助金。 最
后镇工会还将这个职工纳入了镇
级困难职工， 定期慰问。

何雪平的工作总结很朴实 ：
“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 ，
实实在在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我
新的一年的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