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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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80后小伙能够稳坐国企
副总之位 ， 不少人听了都会咋
舌， “他凭啥？ 是不是有关系？”
对此， 北京建工机械公司副总经
理高永祥一笑置之 。 同事们都
说： 他能做到那样的位置， 凭的
是实力！

在采访高永祥之前， 记者翻
阅了他的简历： 22岁参加工作，
先后参建北京电视中心、 首都机
场A380机库、 厦门西站等钢结构
工程， 曾获得北京市 “青年岗位
能手 ” 、 “奥运工程优秀建设
者”， 所在团队曾获得中国钢结
构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
年， 他带领着他的团队进驻高寒
缺氧的拉萨参加援藏。 由此已不
难看出， 这是个有故事的人。

入行前几年
每天工作忙到“疯”

高永祥说， 他和建工很有缘
分， 2003年， 大学毕业后他原本
考上了研究生， 可惜他的女朋友
没有考上， 为了能和女朋友在一
起， 他放弃读研带着女朋友来北
京找工作。 在农展馆招聘会上，
他看到有个 “机械公司”， 同时
参建首都博物馆、 北京电视台等
大工程， 觉得还不错， 就投了简
历， 直到面试的时候他才知道，
“机械公司” 竟隶属于北京建工
集团， 这让他很是意外， 不过也
因此和建工结了缘， 以至于后来
他成长为行业翘楚， 很多企业想
用高薪挖他， 他都一一拒绝了，
原因之一就是这个 “缘” 字。

经过新生培训后， 高永祥来
到北京电视中心项目， 开始了他
的职业生涯。 高永祥说， 上班第
一天， 原本踌躇满志的他走进工
地后一下子 “傻了眼”， “我在
现场转了一圈， 发现自己啥也不
会， 只能在技术部干干打字、 发
文件这样简单的活儿。” 偏偏高
永祥是那种在工作上特别爱和自
己较劲的人， 从小到大， 他一直
觉得自己至少不会比别人差， 为
了让自己 “会”， 高永祥给自己
下了军令状 ， “大概有四个月
吧，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6个
小时， 醒着的时候不是在工作，
就是在学习， 把和我工作相关的
规范、 图集、 标准学了一个遍，
当时的状态很疯狂， 就像重新参
加了一次高考。” 高永祥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 ， 四个月
后， 他这个技术部 “小工” 变成

了 “大工”。 要问小工和大工有
啥区别？ 举个例子， 小工是别人
写好文件后， 照着敲出来即可 ；
而大工则要具备独立起草一份文
件的能力。 “在当时的我看来，
这差别是很大的 。” 高永祥说 ，
当时公司正处于发展阶段， 人才
紧缺， 到公司的第二年， 他便开
始担任钢结构技术负责人， 并且
开始带徒弟了。

“我在公司能成长的这么快，
离不开前辈们的提携， 我们集团
的优良传统之一便是所有老员工
都会对年轻人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 我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 我在带徒弟的时候也是一
边带一边教 ， 徒弟们上手也很

快。 虽然工作上有了帮手， 但每
天还是很忙。” 高永祥说， 技术
部的工作是要对施工负责的， 上
午发图纸、 做交底 （指在某一项
技术工作开始前， 由主管领导向
参与人员进行的技术性交待 ），
下午到现场了解第二天的施工需
要 ， 并解决一些技术方面的问
题， 每天周而复始。 “那段时间
工作有多忙？ 这么说吧， 除了中
午吃饭， 一天下来， 连喝水的工
夫都没有。” 高永祥在形容自己
当年的工作状态时 ， 几次提到
“就跟疯了一样”， 记者问他为什
么要这么拼， 他想了想， 说了一
句非常朴实的话： “我的底线是
不耽误第二天工地施工， 所以活

儿干不完时就加班。”

历经几年摔打
更懂“担当”二字分量

后来， 北京电视中心项目获
得了 “北京市科学进步二等奖”，
高永祥说出这个荣誉的时候， 记
者并没有太多意外， 毕竟项目凝
聚了无数建工人的心血， 实至名
归， 但高永祥接下来的一句话却
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申
报奖项的文字资料基本都是我一
人起草的， 前前后后大概写了3
万多字吧 。” 他说的轻描淡写 ，
但可以想见这背后的艰辛： 白天
在工地上忙碌， 晚上又在灯下伏
案……

说出来也许大家不相信， 虽
然每天 “忙疯了 ” ， 但那时候
（2006年） 高永祥每月的工资却
不多， 高永祥对此倒是很 “看得
开”， 他开玩笑地告诉记者， 也
想过要换个工作， 不过工作实在
太忙了 ， 根本没时间去找新工
作。

经过几年 “摔打”， 2009年，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高永祥被公
司派驻到厦门西站工程， 这是机
械公司第一次参建外埠大型火车
站站房， 而高永祥此行的身份是
“项目常务副经理兼总工”， 他身
上的担子有多重， 可想而知。 偏
偏那时又赶上妻子待产， 他这一
走就是一年， 再回北京时孩子都
半岁了。

高永祥回忆道， 厦门西站工
程的难度是很大的， 项目部从进
场施工， 到2010年1月最后一榀
次桁架提升完毕， 总计安装钢结
构1万余吨， 主次桁架共成功提
升29次， 至今还保持着国内单项
工程整体提升次数之最。 29次提
升共耗时120天， 平均4天提升一
次 ， 而且整体提升是不能间断
的， 高永祥和同事们要在前3天
做好准备， 安装提升设备， 检查
液压和传感系统， 到第四天， 一
大早就要就位， 因为一次桁架提
升至少耗时12小时， 中间不能间
断 ， 机器在工作 ， 人就不能离

开。 “一盒盒饭加一瓶冰镇矿泉
水就是我们工作时的标配， 那时
候正是夏天， 一次提升下来， 人
就跟扒了一层皮一样， 可以说，
参建厦门西站那四个月我都是在
焦虑中度过的， 我是负责人， 要
保质量、 要保工期又要保安全，
每天都有一堆事儿在等着我干。”
高永祥说 ， 结束厦门西站工程
后 ， 他 发 现 自 己 比 从 前 更 能
“扛” 了， 遇到困难变得更沉着、
冷静了， “那一年， 我真正体会
到了担当二字的分量。” 他说。

参与援藏建设
真正明白啥叫“开荒”

也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历
练， 让高永祥 “够胆” 接过了援
藏这杆大旗， 2013年， 他和公司
24名项目管理人员一起进藏施
工。 “我们想到过会有困难， 但
是没想过会如此困难。” 高永祥
说， 进驻西藏后， 他真正明白了
什么叫 “开荒 ”， “除了食物 ，
那里什么都没有， 而我们接到的
任务是建造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体
育场。” 高永祥说， 为了完成这
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他们用卡
车往拉萨运送了5000吨的建筑器
材。

因为条件限制， 高永祥和同
事们决定采取 “完全无支撑悬挑
钢管桁架吊装工艺” 建筑拉萨体
育场，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后， 他
们正式开始吊装， 并用3个月的
时间完成了主体结构24000平方
米、 4000吨钢管桁架结构的安装
工作， 这种结构安装速度并不慢
于在平原地区施工。 由于在主体
结构建造方面的优异表现， 公司
又顺利地接下了体育场幕墙装饰
和屋面工程……高永祥说， 干完
这个工程后， 他感觉自己从各方
面都得到了提升。

看到这里， 您还会觉得这个
34岁就坐上公司副总职位的小伙
子是靠 “关系” 吗？ 用高永祥自
己的话说： 不论面对多么残酷的
现实， 多么痛苦的折磨， 只要不
放弃努力， 就一定能实现梦想！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文/摄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打吊钳一把成 对丝扣一下准
———记市地勘局勘察院01机台副机长毛亚龙

■入职仅四个月 像高考一样从小工拼成大工
■参建厦门西站 时常忙到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参与援藏建设 进展速度丝毫不输平原施工

爱跟工作较劲儿 时常忙到“疯”
建筑人高永祥

毛亚龙今年30岁， 是河北新
河县人 。 2003年中秋 ， 他从老
家 来 到 市 地 勘 院 担 任 钻 工 。
起初， 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很不
适应， 几个班下来浑身酸疼就不
想干了 。 一边的师傅鼓励他 ：
“干什么都不能取巧， 有技术就
能生存 ， 技术越高越会受人尊
重。”

听了这话， 他安下心来， 一
心一意钻研钻探技术。 通过认真
学反复练， 从守井口到检修保养
设备， 从记录员、 打吊钳到上塔
安装， 再到司钻的操作， 他全面
掌握了井队6个操作岗位的要领，

做到了打吊钳一把成、 下卡瓦一
卡牢、 对丝扣一下准。 由此， 他
也由主操作到班长直到升任副机
长。

在五里坨水厂01机台工地 ，
如果论资历郝宝平有25年钻探经
验且是全国钻探大赛铜牌得主，
但论职务仅仅是班长的他还得受
农民工毛亚龙的管， 因为毛亚龙
是副机长。

3月 21 日 ， 记 者 这 样 问 ：
“让他管着， 你服不服气？” “咋
不服， 钻井讲的是技术， 谁行、
谁对就听谁的。” 郝宝平说。

一钻下去入地几千米可不是

闹着玩儿的， 在操作中如果送钻
不匀、 压力过大， 会把钻杆拧成
麻花构成事故。 毛亚龙说， 这要
随时注意钻机的变化 ， 声音大
了、 电流高了， 就是钻头出了问
题， 要及时处理。

一次， 因地质原因机台发生
事故， 他连续值守24小时将其排
除。 在浙江龙游钻井时又遇到了
坍塌埋钻现象， 他凭经验赶紧上
拉下放， 不断活动钻具， 经过一
个小时的上下窜动终于避免了一
次事故。 10多年来， 他辗转全国
各地先后打井40余口， 其中深井
超过10口。

每次谈起自己的感受， 他总
是说： 现在， 越来越喜欢钻探这
个行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