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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一部职工李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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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搭桥也需一颗甘于寂寞的心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与两年前在江苏常州见到的
李艳阳相比， 如今在内蒙古自治
区赤峰干着项目的李艳阳显得自
信、 成熟。 李艳阳是北京市政路
桥总承包一部第八项目部职工，
这名1983年出生的年轻人， 在路
桥建设的工程上快速成长 。 从
2005年参加工作开始， 李艳阳先
后参与了北京市重点工程展西路
道路工程、 奥运工程首都机场第
二通道工程、 大广高速路、 新疆
克拉玛依高架等一系列工程的建
设。 去年， 他参与常州青洋路高
架工程刚完工， 今年又转战赤峰
加入当地最大棚户区改造市政路
网建设。

把工地当成舞台

回想起自己一步步走过的岗
位， 李艳阳说： “每个岗位都是
挑战和历练。” 为了能胜任每一
个岗位 ， 完成好每一个工作任
务，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勇
敢面对， 以前辈们吃苦耐劳、 踏
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为榜样， 从一
点一滴做起 ， 把每一个细节做
好， 循序渐进， 一步步地提升自
己的修养 ， 锻炼自己的工作能
力， 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探索新
的工作方法， 使自己不断进步，
从而胜任各种不同的岗位。

2007年， 展西路工程施工期
间， 李艳阳担任主管交通导改及
钢箱梁吊装施工的技术员。 由于
地处商业繁华区域， 地下环境复
杂、 地面交通量大、 空中杆线冗
繁， 给钢箱梁施工带来很大的困
难。 为了工程不出差错， 他每天
扎在工地现场， 对每个井、 每条
杆线 、 每个时段车流量进行调
查， 摸清现场的实际情况。 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制定交通疏导方案
及钢梁运输吊装方案， 最终顺利
完成了钢箱梁施工， 未出现任何
问题， 为整个工程顺利完工打好
基础。

工程建设是寂寞的 、 枯燥
的， 更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需要
不断学习 。 在刚开始参加工作

时， 李艳阳就明白现场实际操作
是刚毕业学生的短板， 因此他一
心扎到工地现场， 从量架子管开
始， 到测量放样、 实验检测、 工
序验收、 方案实施等等， 掌握了
现场实际操作情况， 给后期做管
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
随着岗位变动， 他又不断加强对
造价、 安全、 合同、 管理等相关
方面的学习， 以满足相应岗位的
需求。 经过努力， 2009年， 李艳
阳通过一级建造师级考试， 目前
具有公路及市政工程两个专业的
职业资格， 并于2010年通过工程
师评审。

李艳阳说： “对于建设者来
说， 工地就是我们的舞台， 每一
项工程都是我们的作品。 为了干

出更加完美的工程， 我会一直努
力， 完善自己。”

把学习当作日常

微信的朋友圈， 经常会有人
发 “×××的日常”， 表示一种常
态化生活。 对李艳阳来说， 不断
学习成为他近几年生活的日常。

两年前在常州青洋路高架工
程见到李艳阳时， 他身上的学生
气还未除尽。 看得出他在努力待
人接物， 但依然少些成熟老练。

那时候他说：“您会不会觉得
我们这些干工程的人跟社会特别
脱节？ ”他进一步解释：“我同龄的
高中同学，有的进入金融行业、有
的在商界、 还有的进入公务员队

伍，同学聚会时，大家谈论着时下
流行的话题，我就跟不上趟儿，觉
得跟同龄人差了好大一截， 从理
念上就跟大家不一样。 ”

修路架桥的人， 打交道最多
的就是钢筋水泥， 变空旷的工地
为不朽的道路， 别人在网上浏览
热门话题的时候， 干工程的人在
研究技术难题如何解决； 别人谈
天说地的时候， 他们在与工程各
方打交道 ， 保证工程的顺利进
行。 同是十年苦读、 同是大学毕
业， 自己干着风吹日晒的活儿，
谈论的是图纸、 材料、 工艺， 工
作之余在不断翻阅专业技术书
籍； 同龄人却可以坐在办公室，
吹空调、 刷微博、 谈论最前沿的
话题。

当时的李艳阳， 语气里有些
许迷茫。

再见李艳阳，面庞依然年轻，
学生气和迷茫再也找不见踪影，
多了一分英气和自信。 他依然穿
梭在工地、项目部、当地相关部门
之间，依然面对自己的同事、甲方
单位、务工人员，依然每天离不开
图纸、材料、工艺的讨论，然而话
语里多了一分坚定。

“10年的工作历程告诉我 ，
修路搭桥需要的不仅是吃苦耐
劳， 还需要过硬的专业技术， 和
一颗甘于寂寞的心。” 李艳阳说。

不仅如此 ， 谈话中可以发
现 ， 在管理 、 技术 、 经济等方
面， 他都可以侃侃而谈。 工作中
的难题， 他能快速找到解决的办
法。 再谈下去， 原来， 常州项目
结束后， 李艳阳报考了在职研究
生的课程 ， 课堂上与教授的互
动、 课堂下与同学的讨论， 都为
他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更重要的是， 工作原因他经
常需要乘坐火车、飞机，在路上的
时间比较多， 每到火车站或飞机
场，他都会买上一本书，利用路上
的时间阅读。工程技术之外，他选
择阅读社会科学类的书籍。 有些
精读、有些泛读，基本上保持每天
四五个小时浏览社会科学书籍的
时间。这使他的工作如虎添翼，专

业技术之外， 他学会了与人打交
道的方式， 知识量的增加也让他
与人交流更有底气。

学习， 就是李艳阳的日常。

把企业当成家

10年， 李艳阳参与了9项工
程 。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重点工
程： 北京展西路道路工程、 首都
机场第二通道工程 、 大广高速
路、 新疆克拉玛依高架……9个
工程， 有3个工程、 4年时间是在
外地。

2012年， 李艳阳被派往新疆
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高架3#标项
目。 这一工程施工工期只有7个
月， 位于市中心区域， 施工最高
高度达30米。 可谓时间紧、 任务
重、 困难大。 作为分管质量、 安
全、 经营的项目的责任人， 李艳
阳从进场开始， 就组织相关人员
学习当地的法规制度及管理程
序， 摸清现场情况， 制定相应抗
风险对策。

实施过程中， 每个环节都亲
自把关， 重要的过程进行旁站督
导， 最终配合项目经理圆满完成
工程的施工 ， 并得到业主的认
可， 为企业后续的占有市场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013年4月 ， 李艳阳来到常
州青洋路高架北延线工程， 这是
工程施工最紧张的一年。 李艳阳
每天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 在
施工高峰期， 经常深夜两三点钟
还在现场。

雨季的常州正是施工的旺
季， 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 难免
对工程进度有所影响。 带着项目
团队在外地打拼， 几乎是从头开
始。 李艳阳与同事一起， 历经一
年多的艰苦奋斗， 在工期紧、 任
务重、 要求高、 施工条件较为复
杂的情况下， 完成了工程建设，
质量、 进度、 安全等工作都在各
工区中名列前茅。

李艳阳说： “只有企业这个
大家好了， 我们每个人的小家才
会更好。”

精心设计培训班帮新人熟悉工会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首都工会人

“前不久， 我们组织的新入
职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反映很好，
许多工会专职工作者在培训后却
说受益匪浅， 对工会工作的开展
非常有指导意义， 我们听了， 很
开心。” 乔子涵告诉记者。

今年33岁的乔子涵是丰台区
一名工会专职工作者， 她从事工
会工作已经7年了， 之前她在丰
台和义街道总工会工作， 2013年
来到丰台区技术交流站， 负责丰
台职工和工会工作者的培训、 素
质工程以及在职职工的职业发展
助推计划等工作。

“工作忙忙碌碌， 但是想到
通过培训， 更多人有了更好的工

作表现和职业发展， 也是很欣慰
的。” 乔子涵笑着说。

今年8月份， 丰台区总工会
新入职的工会专职工作者正式上
岗了， 乔子涵和技术交流站的工
作人员也马上开始准备针对新入
职工会专职工作者的培训。

“随着工会服务企业 、 服务
职工项目和内容不断增加， 专职
工会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了很多
年轻求职者热衷的职业。 此次丰
台区总工会共招聘了31名新员
工， 这些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将
在丰台区总工会的领导下， 在街
道、 乡镇、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
园工会开展工会工作。 尽快提升

他们的专业素质与工作能力， 就
成为了培训的重要目标。” 乔子
涵说。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乔子
涵和同事收集入职人员名单， 下
发培训通知， 拟定培训方案， 跟
市总职大老师联系确定培训课
程， 并协调场地和时间……忙得
不可开交。 10月17日丰台区总工
会新入职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在北
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正式开班。
乔子涵也松了一口气。

据乔子涵介绍， 为期一周的
新入职社会工作者培训班安排得
很满。 培训班为新入职的工会工
作者精心设计和量身打造了 《北

京市总工会 “1+15” 文件解读》、
《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互助保
险 、 京 卡 办 理 和 信 息 采 集 》 、
《工会经费税务代收代缴》、 《社
会工作者语言表达能力训练 》、
《工会服务站基本业务介绍与指
导》、 《职业与发展》、 《如何做
好基层工会工作 》 、 《高效沟
通———心理学技巧在沟通中的运
用》、 《阳光心态与幸福能力训
练》 共计十门课程。

“希望他们多了解工会 ， 多
了解工会的工作， 尽快融入到工
会这个大家庭当中， 用饱满的激
情为职工服务。” 乔子涵信心满
满地说。

———记丰台区总工会工会专职工作者乔子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