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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1983年， 部队实行大裁兵计划， 于是陈启辉和
很多战友一起转到地方， 成了北京城建集团的一名
普通职工。 现在， 陈启辉是北京城建北方设备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他已经在政工岗位上工作
了30多年。 尽管当兵的岁月已经远去， 但是在部队
学会的 “特别能战斗” 却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
做人做事的原则。

1980年11月， 陈启辉穿上了军装， 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北京， 当上了一名基建工程兵， 成了 “保卫
首都、 建设首都” 的一员。

部队就是一个大熔炉，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在这
里得到锻炼， 相互之间成为终生难忘的战友。 在部
队里， 除了正常的训练， 陈启辉还有另外一个岗位
就是在构件厂加工钢筋。年轻时的陈启辉似乎有使不
完的劲，工期紧，任务重，战友们为了按时完成任务都
主动加班。陈启辉还记得，那时候他们每月只有6块钱
的津贴。现在看来每月6块钱不算啥，但在那时军人心
中却犹如奖章一样光荣。 在陈启辉眼里，新时期的战
场就是一个个工程。 随着一个个工程的竣工，陈启辉
慢慢成长，部队的那种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的军
人作风就深入了陈启辉骨髓里。

尽管身上的军装脱下了， 但陈启辉心里的军装
却一直都在。 转到地方之后， 由于工作的需要， 陈
启辉成了一名宣传干事。 古人有“投笔从戎”，但是陈
启辉却是放下了手中的钢枪，拿起了笔杆子。 角色的
转变，并没有吓倒陈启辉，他拿出 “特别能吃苦、 特
别能战斗” 的军人作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当时陈启辉家住朝阳区立水桥附近， 上班地点
在海淀区大柳树， 每天陈启辉都要骑着自行车往返
六十多公里。 他知道要想写出好的作品， 待在办公
室是不行的， 最好的岗位是在一线， 在职工身边，
所以他经常在赶往工地的路上。

那段时间陈启辉每天早上早早就起床了， 骑着
自行车就上路了。 到单位后， 整理一下工作内容，
便骑着车赶往工地。 一次， 公司有一个项目在方庄，
陈启辉就先从立水桥骑到大柳树， 再从大柳树骑车
到方庄。 晚上， 职工们都下班了， 夜幕下， 陈启辉
又蹬着车往家赶。 一天下来， 陈启辉骑了将近100公
里。 回到家后， 陈启辉顾不得周身的疲惫， 夜深人
静的时候， 他便伏在书桌前， 因为明天要向总编交
这篇文章……

2003年非典时期， 人们很多时间不敢外出， 但
陈启辉却始终在小汤山的建设者身边， 记录着他们
的英勇， 随着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文章见报， 陈启辉
脸上才露出了微笑。 到现在， 北京市城建系统优秀
党务工作者、 城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
等等荣誉证书陈启辉已经堆了厚厚一摞。

陈启辉
曾在北京基建工程兵
现在城建北方设备安装公司

特别能战斗
是我做事的原则

王富生
曾在空军勤务连
现在环卫集团第二分公司

“保证完成任务”
是口头禅

“服从命令， 听指挥”， 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但当王富生穿上军装时才明白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王富生1978年12月入伍， 当上
了一名空军勤务连战士。

在空军勤务连， 王富生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提
供后勤保障。 “那时候真的是随时待命， 接到任务
马上就得出发， 半分钟都耽搁不了。” 王富生说。 无
论是夜深人静的晚上， 还是暴风骤雨的白天； 不管
是骄阳似火的夏天， 还是滴水成冰的冬季， 都阻挡
不了王富生的脚步。

几年的军旅生涯很快结束了， 昔日的战友都踏
上了返乡的归程， 他们将奔赴新的岗位， 同时也将
军人的作风带进了一个个单位。 1985年， 王富生从
部队复员来到了北京环卫集团第二分公司工作， 并
逐渐爱上了这个以 “城市因我更美丽” 为己任的公
益性行业。 王富生在二分公司工作至今已经有三十
个年头， 调入阿苏卫填埋场担任生产调度也已近二
十个年头， 但是 “服从命令， 听指挥” 这条军规他
一直坚守着。

填埋场的渗滤液中经常裹挟着泥沙， 沉淀结晶
后容易造成导排管道淤堵。 有一年， 填埋场东侧主
渗滤液导排管道淤堵得厉害， 严重影响了堆体渗滤
液收集工作。 经计算， 整体将收集管线挖出更新的
话， 工程造价近18万元， 且施工工期较长。 后来经
过技术人员细致调研， 公司领导反复讨论， 决定依
靠自身力量进行改造。 而这项艰巨任务的执行最终
落到了王富生头上。

施工期间， 正值骄阳似火的夏天， 王富生带领
车队职工顶着烈日将导排管线从地下挖出， 在地面
进行疏通。 刚刚穿在身上的还是干衣服， 一会儿功
夫就全湿了。 一天下来， 垃圾的臭味和着身上的汗
味， 再经过发酵， 味道变得十分奇怪。

就这样 ， 大家没白天没黑夜地连续干了14天 ，
最终将520米的导排管线全部疏通， 共清出渗滤液结
晶体70多吨。 “我们只用了两周时间就完成了清淤
工程， 不仅工期比原计划缩短了一半多， 更由于精
细化管理、 充分利用旧材， 使得整个工程项目节约
成本14万余元。” 王富生自豪地说。

当被问到为什么当初接受任务时那么自信，王富
生呵呵地笑着说：“当时也没想太多，在部队说‘保证
完成任务’说惯了，已成口头禅了。 承诺之后，自己就
会主动寻找解决方法，相信办法总比问题多。”

1982年， 王富生在部队入党， “服从命令， 听
指挥”， 再加上出色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 他荣获了
“优秀士兵” 的荣誉。 来到环卫工作岗位上以后， 他
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优秀品质， 多次在单位荣获 “优
秀共产党员”、 “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 通讯员 赵培/摄

在部队， 左严严是一名篮球专业运动员， “那
时一心想着为国争光， 后来我才逐渐知道成为优秀
运动员， 不但要具备思想、 文化、 体质等各方面素
质， 而且还要有很高的运动技能。” 他曾暗下决心刻
苦训练， 将来站在国际领奖台上为国争光。 虽然他
三次站在全国冠军领奖台，但终究因为伤病困扰无法
进行系统训练、比赛，只好伤心地离开心爱的球队。

在部队的时期， 对左严严来说是人生成长最关
键的时期， 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 因为这时期奠定
了他一生如何做人的重要基础。每每提起部队他都特
别感激，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 在部队
培养和历练下，左严严提高了思想觉悟，锻炼了坚韧
的意志，培育了硬朗的作风，造就了永不服输的性格，
奠定了一生做人、 做事的基础。

1992年， 左严严从部队转业来到住宅总公司人
事部报到， 当时主管人事部的负责人对他说： “你
去住三吧， 住三单位效益好， 离你家也不远”。 一切
都得从头做起。 来到新单位后， 他在工会负责宣教
文体工作。 为了尽快熟悉业务， 左严严给自己制定
了一个工作计划： 一年之内要写出5篇以上宣传企业
或表扬好人好事的文章见诸于住总报。为了实现这个
计划， 他扛着摄像机跑遍了住三所有工地和班组，用
摄像机记录工人干活的全过程。为了使信息采访不受
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左严严专门准备了一个收集信息
的记事本，随时随地将职工工作、学习、生活的有效信
息和宣传要点记录下来，做到“图文并茂”。

“休息时， 我仔细阅读 《劳动午报》、 《北京住
总》， 在这些报纸里汲取大量的知识和能量， 将收集
来的东西消化吸收， 进而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认真的左严严为自己今后撰写新闻稿件打下良好的
基础。 由于左严严的用功和努力， 他逐步掌握了写
作知识， 熟悉了计算机办公的应用。 一年之间， 左
严严写的 《她在掌声中走向领奖台》、 《瓦工班的好
班长 》 等10篇稿件刊登在 《北京住总 》 上 ， 一篇
《合同工管理之我见》 在 《劳动午报》 上刊登。

来到企业一年多， 左严严感到职工一心忙于生
产， 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单调、 匮乏。 左严严便充分
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组织职工开展喜闻乐见、 积
极健康的文体活动。 如： 小乐队、 文艺宣传队、 红
五月合唱队、 为职工放电影等， 组织职工参加登山、
拔河、 钓鱼、 书画、 摄影、 十字绣等比赛， 这些活
动深受职工的喜爱， 在参加上级工会举办的各种竞
技体育比赛活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记得1995
年总公司组织第二届职工运动会， 左严严负责选拔、
集中、 训练等工作，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在运动会
上取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 在随后的赛事中，
住三公司还取得了围棋冠、 亚军， 羽毛球女子冠军。

左严严
曾在八一队篮球队
现在住总集团三公司机电安装分公司

曾经的军人
一辈子的战士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通讯员 左严严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