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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守好粮袋子而笑

孙志宝

为美容城市而微笑
北京固废物流有限公司抽车班驾驶员

大兴国家粮食储备库检验员

和所有劳模一样， 孙志宝对工作一丝不苟， 肯
于钻研。 所有今天看起来的成绩， 都经历了反复的
打磨、 不断的学习甚至内心的修炼， 就像修仙一样，
每一步都不敢懈怠。

1995年， 孙志宝从河北省承德市农业机械化技
术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环卫集团， 成了一名普通的
环卫司机。 如今他是北京环卫集团北京固废物流有
限公司清运三中心抽车班驾驶员。

“作为一名农民工， 和其他人比没有什么优势。”
孙志宝说了当年的想法。

今年春节， 孙志宝和往常一样没有回家过年 。
如今已是替班司机的他， 对自己作业路段的大街小
巷了如指掌。 但当年作为初来乍到的外地人， 他遇
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北京的城市路况。

为了熟悉北京的地形， 他把每次出车清运的地
段都标注在地图上， 下班后还跟着其他班的司机出
车摸路况。 不到半年时间， 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满
了东运中心所有的地段， 每个地段的平均误差不超
过5米， 这成为了孙志宝的一项 “法宝”。

20多年间， 孙志宝结合工作经验编写完成两万
多字的驾驶员操作规范， 研究并编写多组环卫车改
装培训教材 （PPT）， 设计制作汽车电路和电控燃油
喷射等教学模板， 制作大型货车制动系转向操作教
学平台……电大毕业的他研究不断更换的最新车型
电路、 成为奥运服务车辆应急维护技术成员、 驾驶
彩车穿越长安街庆祝祖国60华诞、 担任 “李春国课
堂” 教员、 获得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
赛冠军、 被评选为北京市劳模、 全国劳模……一项
项荣誉撑起了今天的最美微笑。

一路走来， 最让他不愿提及的是2014年。 那一
年， 孙志宝先后送走了三位最亲的人。

一向身体健朗、 跟随他居住多年的父亲在一次
回老家探亲的路上， 突发心脏病， 倒在了庄稼地里。
他因为工作耽搁了赶回老家的时间， 没能见上父亲
最后一面。 时间不长， 89岁高龄的奶奶也突然去世。

当年7月份， 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
赛拉开帷幕，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通过初赛。 正
当他集中精力准备后续比赛时， 岳父来北京看病 ，
确诊为胃癌晚期， 他白天上班， 晚上一边复习一边
照顾住院的岳父。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岳
父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此时正值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汽车驾驶员
技能复赛阶段， 面对短短半年来连续失去三位亲人
的痛苦， 他怀着沉痛的心情， 坚持复习和训练， 取
得了复赛第二名的成绩， 但是他并不气馁， 很快调
整好心情， 做好比赛的一切准备。

除了每天出车， 他还要组织车队的队员一起复
习。 最终，在决赛中，他一举拿下大赛冠军。 车队另外
的8名司机也在他的辅导下，在大赛100多名选手中排
列前20名，其中1人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从内心充满危机感的少年， 到事业有成的青年，
推动孙志宝前行的， 是回报企业知遇之恩的感激，是
献身环卫事业的志向， 更是能为首都北京的天更蓝、
水更绿、环境更优美做点事情的情怀。 “我不是这个城
市的农民工，我是这个城市的美容师。” 孙志宝说。

记者在大兴国家粮食储备库第一次见到刘然 ，
温婉的性格， 看起来有些不善言辞。 面对记者的采
访， 刘然坦言道： “其实我只是企业里最普通的一
名检验员， 我身边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领导和同事，
在我看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着，
奉献着， 都能称得上是最美劳动者。”

对于粮食储备和原粮检验工作， 很多人都不大
了解， 作为国家粮食储备库， 每年都有很多小麦 、
稻谷等原粮进出储备库， 这些粮食多为首都粮食应
急保障之用， 所以意义重大。 那什么样的粮食才能
进入粮仓储存呢？ 这就需要刘然所在的科室出马了。

“我们负责检验出入库原粮的各项指标是否符
合相关标准。 同时还会定期抽检库存原粮的储存质
量等。” 刘然告诉记者， 他们的工作节奏是与粮食成
熟和收割的季节同步的。 每年全国各地稻谷、 小麦
成熟的季节， 就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就在前几天， 刚刚有一批1.3万吨的稻谷入库。
刘然和同事们连续忙了好几天。 一手拿着扦样器 ，
一手提着小铁桶， 刘然像往常一样， 带着记者去站
台取样。 这是化验员每天必走的一条路， 从化验室
走到取样的站台， 往返大约1.5公里的路程， 刘然和
同事 “孙姐” 也顾不上衣着的搭配， 都换上了轻便
的运动鞋， “运动鞋就放在办公室里， 不管穿什么
鞋来上班， 去取样都会换上它。” 刘然说， 忙的时
候， 他们每天要在这条路上往返5、 6次， 都靠步行，
所以即便再爱美， 也不会在工作期间穿高跟鞋。

到了取样站台， 刘然一边取样， 一边向记者解
释， “按照要求， 我们需要对每辆运输车或每节火

车车厢进行随机抽样， 每车不少于10%。” 只见她熟
练地将扦样器插入原粮袋， 旋转， 取出， 顺势倒入
小桶内， 连贯的动作反复了十几次。 而回到检验室，
这些原粮还将经受10余项指标的监测。 原粮检验工
作非常单调和枯燥， 通过检验实验把长相差不多的
粮食， 转化为量化的数字和指标， 通过数据分析判
断粮食质量。 这样的工作不仅仅需要专业的技术和
知识， 还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耐心。

说到这里， 刘然就忍不住向记者介绍起身边的
这些同事， “我在科室里是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工
作资历最浅， 经验不丰富， 但每次遇到任何问题 ，
身边的同事总是能第一时间给予我帮助和支持。” 刘
然告诉记者， 目前检验科共有4个人， 科长李晓雪是
个耿直又没有架子的好领导， 每年除夕都义不容辞
地接受值班任务， 让其他同事回家跟家人团聚。 另
外两位经验丰富的同事做检验工作也都十年有余了，
每次都能一眼指出刘然检验报告中的问题。

“在一个和谐、 快乐又充满积极工作状态的团
队里工作， 这样的工作氛围帮助我迅速成长， 也让
我在枯燥的工作中找到了无限的乐趣。” 刘然说， 作
为首都粮食应急保障的把关人， 她和她的同事们都
在努力而又认真的工作中默默奉献着。 作为平凡岗
位上的一员， 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最美的笑容。

“我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而微笑， 我感到无比
自豪。” 作为本报点赞评选出的十大首都最美劳动者
之一， 刘亚军笑着说。

作为项目经理， 刘亚军每天至少要到项目工地
转两趟， 每天至少要走12000步。 他要实地查看实体
工程和计划进度有没有偏差、 工地文明施工情况 、
工作面是否有闲置情况。

“必须把计划逐一落实。” 刘亚军说， 他定时会
召集项目管理人员开碰头会， “每天下午4点先给工
人开碰头会， 排查问题。 晚上6点再给项目管理人员
开会， 对于发现的问题， 逐一解决， 做到当日事当
日毕。”

因为城市副中心项目工期紧， 任务重， 交叉作
业多。 中建一局副中心项目部为确保项目能安全、
顺利地完成地下室工程， 施工人员齐心协力， 攻坚
克难， 24小时奋战在建设一线。

回忆当初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任务时 ，
刘亚军一开始心里也没底儿， 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格
太高了： “指挥部领导及集团领导特别重视， 确定
了非常高的标准， 要把城市副中心项目打造成一局
的标杆项目。”

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到自己手
上了 ， 他便鼓足勇气 ， 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
“首先就是充电！” 刘亚军告诉记者， 他带领团队系
统地学习了中建一局各个项目的优秀做法， 博采众
长， 然后充分应用到城市副中心的项目上来。

要想干好一个工程项目，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周
密的策划， 包括他在内的领导班子一连15昼夜开策

划会的事情令他至今难忘， 面对狭小困难的场地 ，
领导班子反复推敲、 研讨出了最优的施工策划方案，
为后期施工的顺利推进赢得了时间、 做足了准备。

刘亚军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6
年7月19日至20日， 北京遭遇了当年入汛以来的最强
一轮降雨过程。 北京各地雨报纷纷而至， 副中心却
迟迟未下， 一局人并未因此而松懈， 按照事先制定
的暴雨防汛应急预案， 有序开展防汛工作。 在每一
个出入口备好沙袋， 排水设备就位、 抢险机械就位，
人员随时待命。 “然而天气却和我们开了一个小玩
笑， 整整一天下下停停。”

20日凌晨3时许， 憋了许久的暴雨倾盆而至。 刘
亚军作为总指挥， 调动项目部一线人员全体严阵以
待， 前期精心策划的排水设施发挥了效用， 雨水及
时得到排解， 未对项目部生产造成影响。

“近两天的考验， 我们项目部的兄弟们没有被打
倒， 我们用金刚之躯经受住了一次次考验， 用不屈
不挠的斗志践行了诺言， 我们保护了基坑的安全 ，
保住了奋斗多天的丰硕成果， 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整
体工程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刘亚军感叹道。

“工程从2016年7月开工， 计划到2017年11月30
日竣工， 近500个日日夜夜， 我们一直在坚守着， 奋
斗着， 我们期待建成后的那一刻到来。” 刘亚军说。

刘亚军

□本报记者 马超

为建设副中心而微笑
中建一局副中心项目部项目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