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参加工作22年， 刘雪梅从最
普通的项目技术员干起， 直至成
为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的第一位
女性总经济师， 并在男性占绝大
多数的建筑行业撑起了企业经济
管理的 “半边天”。 作为总经济
师， 她要对全公司的项目了如指
掌， 从合同签订、 采购、 预算、
成本控制 、 收款 、 结算各个环
节， 全方位参与工程建设， 这对
相关领域专业知识、 实际工作经
验、 内外协调管理、 个人身体素
质等多方面能力都是考验。

她曾先后荣获 “北京市创新
岗位能手”、 北京市 “三八” 红
旗奖章、 当选上海市第十次党代
会代表， 今年她还被评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 她所在企业也先后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文明
单位、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等荣誉称号； 她所参与的项目获
得了国家鲁班奖、 詹天佑奖、 上
海市白玉兰奖等奖项。

青春无悔
投身钢筋水泥世界

刘雪梅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
的一个医生家庭。 天性爽朗、 外
向的她却没有继承父母事业拿起
手术刀， 而是一头扎进了钢筋水
泥的世界， 投身建筑业。

1994年， 刘雪梅大学一毕业
就被分配到了中建二局上海分公
司， 那时的浦东刚刚只竖立起了
包括 “东方明珠” 在内的寥寥几
幢现代化高层建筑。 年轻又充满
热情的刘雪梅在项目部里和男同
事们一起摸爬滚打 ， 历任技术
员、 工长、 项目总工、 综合办主
任、 市场部经理、 商务部经理，
直到公司总经济师。 22载青春光
阴深藏着她的努力与付出， 也见
证了上海浦东新区的日新月异。

工作之初， 刘雪梅分配到上
海华能联合大厦项目技术部工
作 ， 并用一年时间实现由 “学
徒” 到 “带徒” 的身份转变， 其

参与编制发表的 《攻克深基坑维
护新技术在软土地基中的施工难
点》 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作为项目为数不多的女性，
刘雪梅从未将自己 “差别看待”，
甚至付出了比其他同事更多的努
力。 1996年， 刘雪梅担任上海港
汇广场项目总工程师， 并成为公
司最年轻的项目总工。 “刚刚毕
业两年的小丫头就能指挥好整个
项目的工程技术？” 起初， 项目
同事对这个初出茅庐的 “女总
工” 充满质疑。 刘雪梅却毫不退
缩， 她靠着过硬的业务技能、 出
色的管理能力和雷厉风行的行事
作风， 在工地间指挥若定， 成为
工程现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没有刘工搞不定的技术难
题。 ”看到一件件事情被解决，在
项目工作多年的老员工都不禁对
这个坚韧的女总工竖起大拇指。

然而， 在技术领域 “初露锋
芒” 的她并未停止进取。 2000年

后， 刘雪梅先后调任到公司质安
部和经营部负责安全管理和合约
管理工作， 后又担任综合办公室
主任和市场部经理工作， 2006年
调任商务部经理， 一步步成长。

在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 使
她全面地了解了公司的各项业务
工作， 不断学会应对不同的复杂
环境， 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复合型
专业管理人才。 她用亲身经历，
为公司乃至整个建筑系统女性做
出了表率。

精打细算
力争阳光下的收益

“总书记曾在全国国有企业
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国有企
业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
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作为企
业的主要经济管理者， 刘雪梅深
知自己肩头责任之重。

在她任商务部经理期间，中

建二局上海分公司的业务量成倍
增长，工作量相应成几何增加。每
月需要审核的预算和需要把关的
合同都堆满案头。 面对每天无数
的数字资料和卷宗， 刘雪梅顶住
压力，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2011年， 刘雪梅出任公司总
经济师， 全面负责企业主要经济
管理工作。 上任伊始， 她便开拓
创新推行了 《项目管理目标责任
制》 和 “以预算管理为主线， 以
资金集中管理为抓手， 以委派财
务人员为依托， 以流程管控为手
段” 的全面预算管理， 强化企业
的经济管理和商务管理工作。 同
时， 她梳理管理流程、 编制商务
手册、 搭建物资采购系统， 加强
商务队伍人才培养， 深入推进商
务工作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

在刘雪梅的带领下， 4年后，
公司执行目标责任制项目127个，
完成目标责任制项目124个 ， 同
时 ， 催收清欠工作取得突出成

绩 ， 全年回收工程款 141.8亿 。
公司连续多年合同额突破300亿
大关； 利润额超5亿元， 上缴货
币资金破1亿元大关， 2015年企
业实力居中建总公司局属区域公
司第一名。

刘雪梅出色地完成了公司及
上级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为公
司力争 “阳光下的最大收益 ”，
并赢得了业主和同事的广泛赞誉
和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和谐家风
亲情不止于朝暮间

建筑人总是以项目部为家，
四处漂泊， 刘雪梅也不可避免的
总是出差。作为女性，谁不想陪伴
家人和孩子？ 既然选择了从事建
筑业， 刘雪梅就不认同女性就该
“被照顾”，“无论什么岗位， 女人
同样能做得很出色！ ”刘雪梅说。

工作上强势的刘雪梅， 有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她的丈夫是上
海人在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工
作， 两人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

工作虽占用了刘雪梅很大一
部分时间 ， 但她乐观开朗的性
格、 勤奋向上的态度赢得了全家
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爱人挑起
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和辅导孩子功
课的重担， 在她身后默默付出、
毫无怨言， 对此她常说丈夫是她
取得成绩背后最应该感谢的人。

虽然不能经常陪伴在孩子身
边， 刘雪梅却是孩子心中的 “英
雄” 母亲，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孩子树立最好的人生榜样。 虽
然不能时刻陪伴女儿， 但每次看
到女儿已显示出超越年龄的独立
和成熟， 并总会用笑语宽慰她别
歉疚时， 刘雪梅也为女儿自豪。

在业余时间， 刘雪梅还积极
参与各类志愿者活动， 捐款帮扶
关爱农民工 、 参加马拉松比赛
等， 在工作和生活中她都在不断
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感染身
边每一个人。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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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郝帅 秦笑语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总经济师刘雪梅

找一份文件从不用第二次开柜子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杜晓婧

档案管理员张东梅：

撑起企业经济管理的“半边天”

3平方米左右的书桌上 ， 堆
满了大大小小的文件， “包裹”
在文件中间的张东梅正埋头细
读。 自从2011年调至大兴区礼贤
镇档案馆， 张东梅要求自己每天
学习档案相关知识， 工作中找高
效的方法， 一坚持就是6年。 面
对近200个档案柜， 她查找一份
文件从来不用第二次开柜子。

张东梅天生勤奋， 可真正让
她下定决心学习档案知识还是因
为刚到礼贤镇档案馆不久的那次
“下马威”。 许多人都认为， 档案
就是一张废纸， 档案管理员的工
作谁都能做。 六年前， 刚从会计
转为档案管理员的张东梅也这么
认为， 甚至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份
工作。

当时档案馆还有一个叫路素
花的同事和张东梅一起工作， 平
时有人来查阅档案， 都是路素花

负责查找， 张东梅只要做好记录
就好。 有一天， 路素花请假了，
龙头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想查看
当年镇长的系列讲话。 “我压根
不知道放在哪里！” 张东梅一下
子就慌了， 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
“不专业”， 张东梅还是硬着头皮
让来人稍等一下， 结果这 “稍等
一下” 变成了 “一上午”。

张东梅说， 刚开始工作时她
对路素花有着强烈的依赖。 但正
是因为这份 “不安”， 让张东梅
意识到原来档案工作并不是看上
去那么简单， 而是大有门道。 从
此以后， 张东梅开始学习档案学
相关知识， 还从书店买来了 《中
国档案史》 《档案保护技术学》
《档案法规学》 等书籍， 以弥补
自己理论上的欠缺。 她还随身携
带纸笔， 从前辈路素花那里记录
相关经验、 要点。

每一份档案接收之前， 张东
梅都要严格按照档案整理制度仔
仔细细地一页页核对、 审核、 盖
章， 绝不容许出现一丝纰漏； 每
一份档案从收集、 整理、 分类、
编号、 装订直到打印目录， 都严
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

如今， 张东梅俨然已经成了
礼贤镇档案馆的 “专家”。 在张
东梅的整理下， 每一份档案都有
了自己的 “归属”， 再遇到有人
来查阅档案。 从近200个档案柜
里查找， 张东梅从来不用第二次
开柜子。

而总结档案工作， 张东梅觉
得就是一个字： 细。

“文件分类要细。 政府文件
分一类， 党的文件是一类， 10年
保存、 30年保存、 永久保存又要
分门别类， 必须一份一份来， 一
件一件分。” 张东梅说。

做事心要细。 自从做了档案
管理员， 张东梅从来没有在放有
档案的桌子上放过水杯， 甚至来
客的水， 张东梅也要叮嘱其放到
离档案三米开外的地方。 无论到
哪儿她都随手锁门， “钱丢了还
可以挣， 可是仅有一份的档案丢
了可就麻烦了。” 也正是在如此
悉心的 “呵护” 下， 礼贤镇档案
馆在档案局测评组组织的测评
中， 取得了98分的好成绩。

随着新机场、 京台高速、 新
机 场 安 置 房 等 重 大 项 目 落 地
礼 贤 镇 ， 很多问题通过档案查
阅得以解决。 2015年， 按照区委
区政府的要求， 礼贤镇进行了集
体经营性用地摸底调查工作， 调
查的大量一手资料， 均来自档案
馆。 详实、 符合实际的资料， 为
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张东梅很为此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