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中下旬， 新疆喀什遭遇
断崖式降温。 面对严寒， 地处海
拔3200米的喀什塔合曼乡的孩子
们却能在教室里欢唱。 原来， 早
在9月开学季到来之前， 中建电
力援建新疆塔合曼乡寄宿制小学
已成功完成交付， 学校有现代化
的运动场和教室， 教室内配备了
完善的供暖系统， 风雪再冷， 教
室里也是温暖如春。

北北京京的的叔叔叔叔阿阿姨姨，，亚亚克克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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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陈雅君 文/摄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中建电力援建新疆塔合曼乡寄宿制小学纪事

“我们从2010年就进入新疆参与援
建 ， 这几年的援建有着很多的故事 ，
曾经那段 ‘卧冰爬雪’ 的日子变成了
我们内心最温暖的回忆。” 中建电力新
疆喀什深圳城项目书记苍松说。

190天完成援建任务
“援建学校前， 我们先接到了援建

新疆喀什深圳城项目的任务 。” 苍松
说， 接到任务后， 他们立即赶赴新疆
喀什。 当地的自然环境给中建人来了
个下马威。 喀什深圳城项目三面环山，
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夏天地表温度常常超过70摄氏度， 可
冬天， 不到12月就已开启零下10几摄
氏度的极寒天气模式。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中建电力人通
过190天的奋战 ， 创造了年内开工建
设、 年底主体封顶的 “深喀速度”， 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条件艰苦不能作为失败的借口 ，
无论如何都要完成年底封顶的目标。”
当时的项目生产经理梁剑峰这样说道，
“印象最深刻的要数那段 ‘决战封顶’
的日子， 原本计划12月底完成项目主
体工程封顶 ， 可临时收到天气预报 ，
喀什地区将迎来强降雪， 封顶日期必
须提前。 为了赶在风雪到来前完成工
程节点， 项目党支部马上成立了突击
小分队，很多员工都直接把工作和生活
‘搬’到了施工现场，技术问题现场提、
施工协调现场办，一日三餐也是现场解
决。 零下10几度的天气，施工人员愣是
全身大汗淋漓， 汗水与呼出的热气遇
到极寒的气温直接凝结成冰凌， 挂在
员工们的帽子上、睫毛上、口罩上……”

“参加 ‘决战封顶’ 施工的， 很多
都是刚毕业的新员工， 刚开始我担心
他们在极寒天气下不适应， 就派他们
去负责后勤， 但他们主动申请参加一
线作战， 好几个人还负责夜间施工作
业， 我当时就有预感， 我们一定能赶
在大雪前完成施工。” 当时已入疆工作
5年多的时明奇感慨道。 最终， 中建硬
汉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保持了 “四
天一层” 的施工速度， 硬是在2013年
12月25日一早实现办公楼区域主体工
程封顶。 当晚， 大雪如约而至， 让这
片高耸的建筑群进入了童话世界。

援建小学创新海拔高度
2015年10月 ， 新疆喀什深圳城项

目刚刚竣工不到1个月， 中建建设者们
又收到了新疆喀什塔合曼乡寄宿制小

学的援建任务。 这一次， 除了紧迫的
施工时间， 3200米的高海拔给大家带
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项目坐落于有
“冰山之父 ” 之称的慕士塔格雪山脚
下， 由于海拔高， 项目10月中旬就开
启 “冬季严寒” 模式， 零下20多摄氏
度的环境下 ， 常常刚打的一盆开水 ，
泼出去就瞬间结成了冰。

同时， 由于项目临近克什米尔地
区， 距离国门红其拉甫仅150公里， 施
工资源极其匮乏， 物资及人员均需从
喀什市周边调配。 塔合曼乡距离喀什
市区虽然仅有不到300公里的直线距
离 ， 却需要翻越海拔4000米的高山 ，
路上不乏落石及塌方多发路段， 每次
出车都是 “一路惊险”。 更让建设者们
头疼的是， 高原天气多变， 封山断路
根本就是 “家常便饭”。

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 工程于
2015年10月22日立项 ， 三天 ， 就完成
了项目管理团队的组建工作 ； 九天 ，
建设者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了新疆塔
合曼， 吹响了援疆建设的集结号。 最
终， 项目于11月6日破土动工， 9月开
学季到来时， 成功完成交付。 项目建
成后， 在改善塔什库尔干县小学和幼
儿园教学条件的同时， 极大促进了边
远地区教育、 体育事业的发展。

员工奉献铸就大爱
谈起扎根新疆， 一直感觉自己挺

能吃苦的郑涛说： “刚来时刺骨的山
风、 强烈的紫外线、 氧含量偏低的空
气， 气短头晕， 各种高原反应， 身体
很吃不消。 有时觉得太苦了， 心里难
免打起退堂鼓。 可最后选择留下， 多
半是因为苍书记， 因为这个大集体。”

“苍书记天天和我们吃住在一起，

我们受不了的， 他乐呵呵地受着， 我
们抱怨， 他乐呵呵地听着， 没事还和
我们分享他的成长经历和工作方法 。
在他面前， 我真不知怎么把离开的话
说出口。” 郑涛说。

可事实上， 这个在郑涛眼里总是
乐呵呵的苍松书记， 也有着不为人知
的心酸， 那就是远在河南洛阳的双胞
胎儿子和为了家庭默默奉献的妻子 。
“第一眼看到孩子是妻子给我发的彩
信， 第一声听到孩子叫 ‘爸爸’ 是通
过手机电话， 孩子成长过程中太多的
‘第一次’ 都没有我的参与， 感觉挺对
不起他们母子的。” 说到这， 苍松话锋
一转， “但新疆的幢撞高楼也好像我
的孩子一样， 第一次钢筋绑扎、 第一
罐混凝土浇筑……和这么多兄弟们在
一起， 见证新疆的繁荣和发展， 我觉
得吃的这些苦值了！”

“趁年轻 ， 多做 ‘傻事 ’。” 这是
2013届员工梁亚慧入疆前一晚发在朋
友圈里的一条微信 。 说起梁亚慧的
“傻”， 性格直爽的梁妈妈打开的话匣
子就停不下来， “一个姑娘家， 毕业
就吵着去新疆 ， 人家都去做白领， 她
可好……” 家里的老人听说宝贝孙女
儿要去新疆， 千万个不放心， 梁亚慧
的奶奶更是急得直掉眼泪。 可一向听
话的梁亚慧却没有听从家人的安排 ，
她下定决心： “趁年轻， 一定要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闯出个样儿！”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 新疆
酷热的天气， 并没有因为梁亚慧是个
小姑娘手下留情。 工地上转一圈， 脖
子上就晒出一条 “黑项链”， 晚上洗脸
时发觉耳朵痒， 才知道身上已经晒起
了皮。 可是， 梁亚慧并没有被困难吓
倒， 这个家人眼中的 “傻姑娘” 硬是

凭着一股子 “傻劲儿” 坚持了下来。
如今， 3年过去了， 曾经空有一腔

热血的小姑娘经过两个援疆项目的历
练， 已经成长为项目独当一面的商务
能手……正是一个个员工的奉献 ， 谱
写了快速建设小学的大爱。

中建蓝催开民族团结花
轻快曼妙的赛乃母舞 ， 伴随着浓

郁欢快的新疆民歌， 教室里不时传来
孩子们的笑声……这是 “中建蓝催开
民族团结花 ” 活动现场的一幕 。 3年
来， 建设者们与属地周边中小学定期
开展联建活动， 志愿者们还主动担当
学校义务辅导员， 不定期为学校送去
书籍、 文具等慰问品。

在一次次志愿活动中 ， 大家和各
民族学生交朋友， 并对贫困学生开展
志愿帮扶工作。 新疆乌鲁木齐第109中
学民族班学生阿娜尔， 爸爸患病， 每
年需要家庭承担的治疗费用近万元 。
姐姐在上海读书， 妈妈一人要照料两
亩菜园维持生计。 了解情况后， 项目
部和小姑娘一家结成了帮扶对子。

此外 ， 项目部还与当地镇政府 、
派出所等结成联建单位 ， 协调配合 ，
形成合力。 暴风雪后， 有中建人为村
民修路铲雪的身影； 古尔邦节， 特困
维族家庭总能收到中建人送去的慰问
物资。 同时， 中建电力在新疆建设期
间， 根据工作需要， 积极招收维族劳
务工，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青年的
就业问题。

“北京的叔叔阿姨， 亚克西！” 这
里的孩子们说。

中中建建电电力力建建设设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参参与与建建设设的的新新疆疆喀喀什什塔塔合合曼曼乡乡寄寄宿宿制制小小学学项项目目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属地学校的学生们为
员工佩戴红领巾， 邀请员工做学校义务辅导员

中中建建电电力力建建
设设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员员工工
经经常常到到学学校校和和孩孩
子子们们一一起起做做游游戏戏

中建电力建设项目员工到当地维族困难户慰
问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