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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京新项目一日
茫茫的戈壁滩上， 举目难见

一人，但见一辆辆繁忙的运土车、
压路机、吊机、挖掘机等多种工程
车来来回回， 这里就是中建二局
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京新项目，国
家“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中建二局土木公司京新项目
分为三个工区， 均处在内蒙古阿
拉善盟左旗。 工区远离市区， 最
近的镇是敖伦布拉格， 一工区距
离该镇30公里， 三工区距离该镇
80公里。

近日 ， 记者来到京新项目 ，
见证了 “一带一路” 建设者繁忙
的一天。

场景一：早起巡视工地
秋初 ， 阿拉善盟的气温微

冷。 早上6点， 天还没有亮， 三
个工区的近300名职工就陆续起
床， 准备一天的工作。

项目执行经理赵鹏早早地起
床了， 当天， 项目要迎接甲方的
节点检查。 快速洗漱完毕后， 赵
鹏开始整理手中的汇报资料。 平
时不迎接检查， 赵鹏就要从一工
区巡视到三工区， 55公里长的施
工路线， 早晚各一遍。

巡视工地不仅是项目执行经
理的事情， 不同岗位有不同的巡
视内容，一工区生产经理周平，仅
上午就要巡视一工区22公里的场
地6个来回。他负责掌控一工区全
线机械人员的调配、 工程质量检
查、文明施工等，并检查他交给8
个施工队的任务是否到位等。“车
加满油，两天就用完一箱。”周平
这样形容他巡视工地的强度。

二工区生产经理王小攀吃完
早饭后， 把二区所有的施工人员
叫过来开会，安排一天的工作。同
样， 王小攀每天也要巡视工地两
三遍。王小攀所在的二工区，有5
公里被业主评为全线样板工程。

三工区距离城镇最远， 项目
部就处在半山上， 虽是如此， 也
挡不住三区员工各项指标争第一
的雄心， 清早的晨会， 就显露出
这一点。 “我们要争取建好第一
个涵洞， 争取第一个架梁， 要有
处处争第一的信心。” 三区项目
经理李晓杰满怀信心。

一大早， 项目的三个工区就
井然有序地忙碌起来。

场景二：施工现场繁忙
阿拉善盟境内有巴丹吉林 、

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 中
建二局土木公司京新项目紧邻乌

兰布和沙漠， 四周均是戈壁滩，
气候恶劣。

早上9点， 没有一丝云彩的
遮挡， 没有树木的荫蔽， 直射的
太阳让人感觉皮肤发烫。

一工区施工副队长张占斌 ，
一大早就被施工大巴送到指定
点。 当天， k119-k118处丹勒格
部勒大桥的一个立柱要浇筑混凝
土， 他得一直在现场盯着。

张占斌是北方工业大学土木
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 工牌上
的张占斌照片， 西装革履， 白白
净净， 一副学者的样子， 可是，
眼前的张占斌， 从5月21日进驻
现场后， 在阳光的炙烤下， 皮肤
变得黝黑， 让人以为是两个人。

和张占斌一起在现场的， 还
有一区副总工兼工程部经理邹
平， 也是同样的皮肤黝黑。 “我
们必须在现场， 随时处理技术问
题， 直到柱子浇好为止。” 邹平
说。

二工区的作业面也忙碌起来
了，一个涵洞要浇筑混凝土，二区
工程技术部经理王晓晓不能缺
位。 由于二工区的一处加密点需
要报审， 项目工程部经理张龙需
要跑一趟总监办盖章，“以前跑一
趟需要4个小时， 现在来回2个多
小时就行了。”

三工区一部分在戈壁滩上 ，
一部分则需要穿越山区。 小山丘
上， 挖掘机正卖力地将爆破后石
头挖出来。三工区施工队长何彪，
则在现场盯着， 查看挖掘机工作
情况。 看看挖掘机操作都符合规
范后，何彪又赶往下一个点查看。

55公里的施工线上， 三个工
区开展了大比拼。

场景三：午餐就着风沙
11点半， 三个工区的食堂大

师傅们都在忙碌地分装盒饭。
西红柿鸡蛋 、 土豆炖牛肉

……三个食堂的师傅们各自装好
几十份盒饭。

“盒饭得送施工现场去， 由
于施工现场离项目部比较远， 需
要管理人员一直盯着， 他们不能
回食堂吃饭。” 项目副书记何开
太说。

12点， 每个食堂送盒饭的员
工开车出发 ， 55公里的施工线
上， 3辆车分段往每一处送餐。

“现在天气真好， 没有刮大
风， 四五月时， 一刮风饭菜里全
是沙子， 但也得吃。” 在工程车
的遮护下， 一工区张占斌开始快
速吃饭。

12点多， 55公里施工线上的
上百名员工都吃上了项目送来的
饭菜 。 他们或坐或站 ， 就着风
沙， 开始了午餐。

场景四：夜晚连线亲情
晚上7点半是食堂开餐的时

间。 临近饭点， 忙碌了一天的施
工现场的管理人员陆续返回项目
部。

吃完饭后， 一些职工在办公
室加班， 另一些职工则开始了亲
情电话。

9点多， 赵鹏接到11岁儿子
打来的电话， 仅通话一分钟， 他
就挂了。 有人敲门进办公室， 赵
鹏还要忙工作。

9点多， 王晓晓开始和在老
家山西长治的儿子视频。 儿子是
父母抱着的， 还不能说话， 但是
可以挥手。 刚刚来项目时， 王晓
晓的儿子才十几天， 如今孩子都
6个月大了， 变化很快。 和儿子
视频完后， 王晓晓又给在运城的
妻子打电话。 长治、 运城、 阿拉
善盟， 一家三口分别在三地， 这
就是王晓晓的生活。

“儿子小学入学考试考了100
分， 真高兴。” 接到儿子打来的
电话， 王小攀总觉得没有尽到做
父亲的责任。

“有五六天没有给儿子打电
话了， 今天打一个吧。” 快到10
点了， 邹平想起这事了。

临睡前， 何彪则和妻子商量
了一下婚礼 ： “结婚证早就领
了， 原定6月份举办婚礼， 后来
推到7月， 再推到8月， 目前看来
还是今年施工完再说吧。”

忙碌了一天的工地， 渐渐地
恢复了平静。

尾声
这一天， 只是中建二局土木

公司京新项目平常的一日。
这一天 ， 近300名员工在55

公里的施工线上忙着各自的工
作。

这一天 ， 有700余名农民工
在一线施工。

这一天， 有数百台运土车 、
压路机、 吊机、 铲车、 挖掘机等
投入施工。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本周
六、 周日， 平谷将在熊儿寨九
里山休闲广场举办文玩展卖 、
珍品核桃拍卖、 文玩收藏鉴定、
猜青皮、 核桃配对、 捏纸皮核
桃比赛等活动。 这是记者9月15
日从平谷 “四座楼文玩核桃 ”
主题品鉴季活动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的。

文玩核桃中的极品 “老款
闷尖狮子头四座楼”， 正宗产地
是平谷区熊儿寨乡的四座楼自
然保护区， 方圆300余平方公里
的群山峻岭， 广泛分布着野生
山核桃。 该品种核桃外型庄重
大气， 纹路规整舒展， 矮桩大
肚厚边闷尖， 独有菊花底， 皮
质密度极好。 目前， 四座楼群
山中仍然保存着十几株树龄300
至500年的原生四座楼麻核桃古
树， 它们果形独特， 是现今文
玩核桃市场四座楼麻核桃的原
生树。

近年来， 平谷区充分发挥
四座楼狮子头麻核桃名牌优势，

以熊儿寨乡四座楼山为中心 ，
向东向西拓展， 大力发展四座
楼麻核桃沟域经济。 在加大对
原生四座楼麻核桃单株的调查、
保护、 管理和开发的同时， 充
分利用丰富的野生山核桃资源，
嫁接改造发展麻核桃5000余亩，
从业人员达到2000余人 ， 年收
入5000余万元。

村民赵海东说 ： “种麻核
桃省时省工， 我们村27个种植
户今年收成都特别好， 四座楼
的根在熊儿寨， 品质最好的核
桃也在这里。 乡里不仅给补贴，
还有技术指导， 老百姓的腰包
鼓了起来， 真正得到了实惠。”

“四座楼”文玩核桃平谷集中下树

本报讯 （记者 乔健 ） 9月
16日 上 午 ， “ 北 大 荒 之 情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大型文艺演出， 在房山区窦店
民族文化宫举行。 这是当年奔
赴 “北大荒” 屯垦戍边一代知
青组织的一次纪念活动。

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 ， 源
于一个 “抱团养老” 的计划。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
十几万十六七岁的北京青年 ，
告别家人， 来到 “北大荒”。

将近50年过去了 ， 当初的
小丫头、 小伙子， 如今已经是
白发苍苍， 皱纹爬上面庞。 然
而， 一种不灭的 “北大荒精神”
和人间的情谊却深深扎根在他
们的心里。 如今， 大家都老了，
“小丫头、 小伙子” 的后代们也
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孩子
们大都成为祖国建设的骨干和
精英。 父母的养老问题也成为
孩子们最揪心的事情， 也是很
多孩子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要抱团养老”， “我
们要让激情永远燃烧下去”， 抱
团养老， 老有所为， 给社会传
递正能量， 已经成为 “北大荒”

知青的共识 。 就这样 ， 民间
“抱团养老” 模式在大家的倡议
下正式开启。

经过热心 “荒友 ” 的考察
和选择， 最终， 大家选择北京
城建·琨廷项目作为 “北大荒抱
团养老基地”。 北京城建·琨廷
是北京城建集团开发的项目 ，
位置在房山区窦店镇， 依山傍
水， 交通便利， 新迁来的武警
总医院就在附近， 几大湿地公
园环绕……很快， 就有100多位
“荒友” 来此参观考察， 大家都
十分满意。

记者了解到， 北京城建高
度重视 “北大荒抱团养老基地”
的建设， 单独提供两栋楼作为
“北大荒抱团养老基地” 实施项
目。 为方便 “荒友” 之间的沟
通， 社区改进了户户对讲系统，
提供24小时紧急车辆调用支持，
并优化了无障碍通道、 紧急呼
叫系统。 尤为充满人情化的是，
为 “北大荒抱团养老基地” 配
备专属 “基地小秘书” 工作人
员， 通过 “基地小秘书”， 可以
更好地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 ，
保持需求信息最快到达， 以便
提供更好的多样化服务。

当年是荒友 今天做邻居

城建集团助北大荒知青“抱团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