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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

工地总管丁海波： 一年穿坏四双鞋
楼有多高就爬多高 上班爬楼层层不落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千条信息保及时准确投递
———记新古城邮政支局投递部主任肖天龙 □本报记者 卢继延 通讯员 胡京成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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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
不断提速 ， 在北京通州大运河
畔， 大批城市功能完备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正在建设之
中 ， 其 中 通 州 区 政 府 惠 民 工
程———通州中医医院 （东直门医
院东区） 二期项目备受通州市民
关注。 因为作为通州区目前唯一
的一家三级甲等中医院， 二期建
设完成后， 将医院目前的400张
床位， 增加到1200张， 这对于通
州区的居民来说 ， 无疑是件幸
事 。 而总建筑面积 14.2万平方
米， 包括门急诊、 医技、 病房、
科研教学、 后勤保障等设施的通
州中医医院二期项目的发展商，
就由北京通州国资公司通州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通开公司） 担任， 其负责该项目
现场质量、 安全等的总负责人，
就是通开公司35岁的助理工程师
丁海波。

日前 ,记者在位于通州区梨
园镇刘老公庄村西的通州区中医
医院二期工程工地 ， 戴着安全
帽， 目睹了丁海波一天正常的现
场检查工作。

检查防火安全
地上的烟头也不放过

上午差5分钟9点， 作为中医
医院二期工程项目甲方的总负责
人， 35岁的丁海波戴上红色安全
帽， 拿着手电筒， 走出工地临时
简易房中的办公室， 招呼该项目
乙方监理公司的女总监、 施工方
负责人等去工地， 开始了每天的
例行检查。

丁海波所负责的中医医院二
期工程有一幢15层教学楼， 一幢
17层住院楼， 一幢5层局部6层门
诊楼， 设有3层地下室， 2014年
3月开工， 计划2016年3月完工。

万丈高楼平地起 。 基础不
牢，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丁海波
每天检查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地
下室。

踏着用木板、 铁丝、 钉子固
定为一体的倾斜通道， 记者随丁
海波等人走进了中医医院二期工
程地下一层。 “慢点， 注意脚下
的钢筋。” 丁海波一边用手电照
着地面， 一边对身后的人说。

地下一层是中央空调、 冷凝

水管道的设置地， 几名工人正在
电焊作业。 丁海波仔细检查电焊
作业范围内是否有可燃物、 旁边
是否有灭火器、 作业是否取得动
火证。 缺一项， 丁海波就有权下
令停工。

对于施工作业 ， 在这个工
地， 丁海波权力最大。 因为丁海
波所在的公司属于通州区国资公
司， 不但负责该项目发包重任，
还要监管工地安全 、 保卫 、 卫
生、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所有
事宜， 工地上的监理公司、 施工
公司均需要对丁海波负责， 一旦
工程出现了 “豆腐渣”， 打的将
是通州区政府的脸。 所以丁海波
检查中一旦发现质量、 安全隐患
要求立即整改 ， 随行的工地总

监、 施工单位负责人便要立即执
行。

在地下二层， 丁海波发现了
一个问题。 塔吊底座从地下二层
楼 板 过 到 达 地 下 三 层 ， 在 二
层楼板穿形成一个洞。 虽然洞旁
边就有照明灯， 没人会看不见，
但为了安全， 丁海波还是要求立
即在洞的四周加安全网， 以免上
面有东西掉下来伤人。 随行的施
工负责人立即派职工去拿安全
网。

9时30分， 丁海波走出地下
室， 开始爬楼。 每到一层， 丁海
波便查看正在施工的现场以及结
构的犄角旮旯。 在12层的一个过
道， 丁海波发现了地上有两个烟
头。 丁海波叫过施工方的负责人

说， 工地所有地方都禁止吸烟，
这次警告， 再发现地上有烟头，
照章罚款。

检查职工食堂
“没戴厨师帽，先别干了”

从楼上下来， 丁海波等5人
开始检查地面的加工厂和职工食
堂。 在职工食堂， 几位大师傅正
汗流浃背在为一千多名施工人员
做午饭， 其中一位没戴厨师帽。
“你怎么不戴帽子？” “天太热，
忘了 。 ” “先别干了 ， 马上去
取。” “好。” 一分钟后， 从隔壁
宿舍戴好厨师帽的大师傅回到食
堂， 继续做饭。

“这里怎么有苍蝇 。 去 ， 把
食堂负责人叫来 。” 丁海波说 。
很快， 正在食堂门口卸货的负责
人来了， 解释说： “天热， 食堂
操作间必须开窗户， 所以苍蝇就
进来了。” “开窗可以， 那你们
在窗户上钉上纱窗， 苍蝇不就进
不来了吗？ 马上安排人买纱窗，
下午检查再发现有苍蝇， 罚款。”

食堂负责人决不敢把丁海波
的话当耳旁风， 因为在这个被通
州区建委等多个部门评为的 “文
明示范工地”， 有不同的施工单
位， 而他们的工程质量及安全、
遵纪、 文明施工评比， 以及是否
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 都有详
细记录， 一旦被处罚多了， 下次
通开公司招标， 这些有 “劣” 迹
的公司 ， 就绝无希望 。 投标失
败， 没活儿可干， 就等于砸了很
多人的饭碗。 而这家公司一旦知
道是因为公司食堂进苍蝇影响了
中 标 ， 职 工 会 把 食 堂 负 责 人
“吃” 了。 所以食堂负责人马上
安排人换纱窗， 生怕被罚款， 有
了前科。

走出食堂， 丁海波说， “这
个项目工期很紧， 万一食堂饭菜
不干净， 工人吃了闹肚子， 工期
就肯定完不成了。 所以食堂也是
检查的重点 ， 为了防止食物中
毒， 从开工那天开始， 食堂就不
许做扁豆。”

实地检查施工
一年穿坏三四双鞋

将近中午11点20分， 记者随
丁海波回到他的办公室。 足足喝
了些水后， 记者开始采访。

问到丁海波工作的特点时 ，
丁海波说， “就是费鞋。” 并指
着地上一双仿耐克新鞋告诉记
者 ， 这是他刚花 79块钱买的 。
“我上班一双鞋 ， 下班一双鞋 ，
上班穿的鞋， 一年要三四双， 下
班穿的鞋， 一年一双足够。”

记者算不出丁海波每天走多
少路， 但知道他每天上午、 下午
各一趟从地下三层到17层的巡
查， 其中包括绑扎钢筋的楼面，
而在钢筋上走， 最费鞋。 另外一
般人每周工作五天， 而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 丁海波已经三周没有
休息一天了， 加之每月的六七个
值夜班， 逢混凝土浇注无论白天
夜里他必须盯现场， 他的工作鞋
如果不费， 他就不称职。 “楼的
主体结构完工进入装修阶段， 你
每天检查走的路就少了吧？” 记
者问。 “恰恰相反， 走的路更远
了。” 丁海波解释说， “进入装
修阶段， 一层楼的就要被房间分
成几个区域， 那要每个房间都检
查到， 走的道就更远了。”

丁海波有个一岁多的女儿 ，
去年腊八出生。 当时正赶上工地
夜里开槽 ， 为了防塌方 、 防扬
尘、 防运土车遮盖不严遗撒被城
管处罚， 坏了通州国资通开公司
的名声， 丁海波连续几天在现场
盯着工人往工地大门出口洒水、
冲运土车轱辘上的泥等， 而不能
回家照顾妻子。 目前正值雨季，
对于丁海波来说， 只要下雨， 他
必须到工地， 以确保工地万无一
失。 令丁海波高兴的是， 通州区
中医医院二期工程自 2014年3月
开工至今 ， 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 丁海波不是党员， 但他已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 正在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 努力早日加入中国共
产党。

身高一米七八， 戴一副近视
眼镜， 待人热情、 办事认真。 新
古城邮政支局投递部主任肖天
龙 ， 率领一支年轻的投递员队
伍， 努力增强投递的业务能力、
提高投递的服务水平， 获得了新
老用户的点赞。

投递工作看似简单， 要想做
好并不容易。 数九寒冬， 骑着电
动自行车顶风冒雪， 满载着几十
斤重的报刊邮件， 遇到路面结冰
湿滑， 别说骑行， 就是推着走都
要格外小心。 盛夏酷暑， 柏油路
都被烈日暴晒得由硬变软， 投递
员们每天送完报刊邮件返回投递
部 ， 不论男女个个都是口干舌

燥、 汗流浃背。 干了多年投递的
肖天龙， 深知其中的困苦艰辛。

肖天龙和投递员们反复核
实、 准确登记， 对辖区内的基础
名址信息详细摸底， 共整理了首
钢总公司、 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等
基础名址信息1000余条， 进一步
提高了报刊收订用户地址及邮件
信息录入的准确率， 促进了年度
报刊征订工作， 保障了投递服务
的及时、 准确。

在 “双11” 期间， 为满足电
商用户日益增长的国内小包投递
需求， 进一步提高国内小包、 约
投挂号的妥投率。 肖天龙带领大
家克服场地狭小等不利因素， 及

时进行二次分拣， 将国内小包细
分到各个投递段道， 责任落实到
人， 对国内小包投递量较多的道
段， 及时安排人员协助投递。 当
月共投递国内小包9322件， 确保
邮件无积压、 无延误。 他还积极
联系报刊亭， 完成8个邮政小包
自提点的建设， 在全区首个完成
社区智能包裹柜的安装使用。

投递部不断强化邮政服务管
理， 确保了多年来投递服务的质
量。 家住八角的孙世杰老人亲笔
书写了 “投递服务热心， 用户满
意致谢” 条幅， 感谢投递员多年
来为他服务上门投递报刊邮件，
且每年订阅报刊打个电话就能办

妥。 用户送来的一封封诚挚的感
谢信， 激励着投递员们更加努力
优质服务， 在平凡的投递服务岗
位上， 齐心协力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