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光明磊落做人， 踏踏实实
做事。” 这简短的十二个字， 是
张永贺的人生信条。 也是凭着这
份信念， 他投身环卫事业17年 ，
从北京环卫集团安定垃圾卫生填
埋场的一名推土机机手干起， 成
长为技术骨干、 副场长、 场长，
如今成了公司运营管理部的部
长 。 他曾先后获得首都 劳 动 奖
章 和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 当
选了北京市第十三届和第十四
届人大代表。 虽然荣誉在身， 但
他却说 ， 荣誉只留给奋斗的青
春， 挑战才属于未来的年华。

填埋场磨练成技术能手

2000年， 年仅20岁的张永贺
从北京市市政管理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安定垃圾卫生填埋场干起
了推土机手的工作。 填埋山上的
条件异常艰苦， 夏天头顶烈日，
冬天寒风刺骨， 但是他一头就扎
进了工作中， 每天在垃圾堆上摸
爬滚打， 认真钻研驾驶技术， 很
快就成为了驾驶工程机械的能
手。 场领导看到他不仅有驾驶技
术， 还能吃苦肯干事， 便提拔他
担任生产运行班班长。

2005年9月 ， 随着雨季作业
进入收尾阶段， 填埋场迎来了更
紧迫、 更艰巨的任务。 按照填埋
工艺的要求填埋场需用大量土方
对二层堆体进行黄土覆盖， 还要
紧急抢运大兴陈腐垃圾并做好填
埋处理。 同时， 南宫堆肥厂、 马
家楼转运日处理的垃圾填埋工作
要照常进行， 工作的艰巨性和繁
重性不言而喻。

张永贺承担起了重任。 他对
人员、 机械进行了重新调整， 合
理安排生产班次， 做到好钢用在
刀刃上。 在张永贺的指挥和带领
下， 生产运行班的小伙子们连班
工作 、 人不离车 ， 放弃了双休

日 、 节日与家人朋友团聚的机
会， 按照工艺要求出色完成了生
产任务， 创下了建场以来垃圾填
埋处理量的新高。

在担任班长的7年间， 张永
贺和他所在的生产运行班为北京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做出了贡
献。 他所带领的生产运行班被共
青团北京市委授予 “青年文明
号” 的称号， 并且连续三年被集
团评为 “先进班组”， 张永贺被
上级连续授予 “先进个人 ” 和
“生产标兵” 等称号。

带领员工突破技术瓶颈

2007年， 张永贺从安定填埋
场的推土机手走到管理岗上， 相
继担任了安定填埋场副场长、 场
长。 在职的7年间， 他带领填埋
场的员工在垃圾卫生填埋的技术
道路上披荆斩棘。

每到雨季， 都是填埋作业问
题最多、最令人头疼的时候。大雨
过后填埋区作业面泥泞， 垃圾运
输车辆无法正常驶入填埋区，只
能靠推土机将垃圾一点点往里
推， 既费工费时又容易使车辆抛
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张永贺集
思广益，把雨天人们出门要打伞、
穿雨衣的常识应用到填埋作业
中， 下雨前给作业平台穿上 “雨
衣”，同时吸取全国各填埋场运行
管理经验， 结合安定卫生填埋场
实际，本着“垃圾作基、筑堤为路、
以路分区、兼作平台”的原则，采
用分区堤坝与临时道路相结合的
方法，实现了分区填埋。

分区路堤起到隔离作业单元
区与非作业单元区的作用， 实现
清污分流， 与膜覆盖方案共同使
用， 建立了雨季施工平台， 最大
程度减少渗滤液产生量。 同时在
下一次重新分区时， 路堤在原来

基础上继续加高， 有效防止了垃
圾沉降引起的道路塌陷， 保证了
转运车辆按填埋作业规范行驶，
大大改善了填埋作业外观效果，
切实解决了雨季填埋作业难的问
题。 正是这一年， 张永贺荣获了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称号。

在更广阔平台迎接挑战

2015年， 张永贺作为公司运
营管理部部长， 开启了职业生涯
的新旅程。 运营管理部作为公司
的业务枢纽， 肩负着把控全局、
统筹物流 、 拓展业务的责任 。
“在新的岗位上， 我也有一场硬
仗要打。 但无论是在基层工作，
还是在部室工作， 我坚信只要敢
啃硬骨头， 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
难。” 张永贺说。

业务管理是公司生产运营的
关键环节， 他带领部门员工花功
夫、 下力气抓好落实。 张永贺组
织员工建立健全了业务管理制
度， 加大了检查考核力度， 推进
环卫作业质量高标准的常态化建
设。 同时他还认真听取基层单位
的意见和建议， 小事办实、 急事
办快、 难事办好， 解决生产运营
单位的实际困难。

2015年11月， 公司的转运站
先后开展全密闭除臭工程， 为确
保全密闭除臭工程如期竣工， 张
永贺带领运营管理部全力配合相
关单位开展工作， 积极协调解决
相关事宜， 并规划小武基和马家
楼转运站在交替进行全密闭除臭
改造工程期间的物流调配。 小武
基转运站的设计日处理能力为
2000吨， 而当马家楼转运站的垃
圾分流后， 小武基转运站的日进
站量增加了一倍达到4000吨， 这
无疑给小武基转运站的设备运
行、 人员配备、 班次安排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

张永贺带领部门人员多次到
作业一线， 制定垃圾分流调配方
案， 并协助小武基转运站制定合
理的解决方案。 不仅规范设施车
箱进出、 排放秩序， 杜绝轨迹交
叉， 从而保证了安全生产。 张永
贺积极协调区县和车队的作业时
间， 减缓集中进站压力， 在多方
配合下， 小武基转运站抗住压力
顺利完成了垃圾分流任务。

为公司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对于公司而言， 提升增量
业务空间， 实现利润增长， 才能
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张永贺
不仅将这些牢牢记在心里， 更付
诸行动。 为争取更多区域餐厨垃
圾专业化收集运输业务市场， 张
永贺多次登门拜访， 同有关领导
进行沟通， 并带领员工做好前期
准备， 精准测算作业成本， 提供
报价依据， 配合市场投资部起草
投标文件， 给出最富竞争性的价
格， 通过不懈努力， 公司成功拿
下了两个区的餐厨垃圾专业化收
集运输项目。

在固废物流调控方面， 张永
贺从公司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
根据业务实际开展情况， 科学统
筹物流流向 ， 实现利益的最大
化。 不仅如此， 张永贺还着重加
大京内业务市场的开拓力度， 深
挖业务市场， 广积客源， 拓宽业
务增长空间， 努力开辟更大的环
卫市场， 进一步扩大生活垃圾、
餐厨垃圾、 粪便、 医疗废物收运
处理业务的覆盖范围， 为公司创
造经济效益。 张永贺不仅是公司
领导眼中的干将， 更是员工心中
的带头人。

“公司多年培养铭记于心，
惟有双肩扛起责任， 才能与公司
风雨同舟 ， 感恩前行 。” 如今 ，
张永贺每天仍奔忙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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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惠民 张雪地 文/摄

———记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永贺
从垃圾山上走出来的劳模

■首都工会人

“兼职”心理咨询师 义务帮人解心结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赵锡洁 沈新立 文/摄

昌平区崔村镇工会服务站职工李玥：

“小李，我有个朋友，在办公
室看谁都不顺眼， 他自己也觉得
这样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了。你说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近日，昌平区
崔村镇工会职工王先生找到同事
李玥，向她咨询朋友的烦心事儿。

了解具体情况后， 李玥给出
了分析，“我觉得他有一种投射状
态。在心理学上，‘投射’是指一个
人将内在生命中的价值观与情感
好恶，影射到外在世界的人、事、
物上的心理现象。 他看别人不顺
眼其实是在担心别人看他不顺
眼，这个人可能有点自卑。 ”李玥
一番话说得王先生连连点头，直
呼“太厉害”。

今年年初， 有着10多年心理
辅导工作经验的李玥通过昌平区
总工会的招聘， 成为崔村镇工会
服务站的一员， 主要负责工会工
资协商和集体合同签订工作。 在
工作中， 李玥发现一些员工与企

业之间存在隔阂又找不到解决办
法，他们工作得并不快乐。

“这些不快乐积攒在心里，长
期下去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了。 ”于是，李玥决定将自己所学
的专业知识与现在的工作结合起
来，针对职工生活、工作中的不如
意以及心理压力， 免费提供一对
一的心理辅导。

韩女士是李玥接待的第一例
来自乡村的个案。上个月，韩女士
的表姐来到崔村镇工会服务站向
李玥求助：“李老师，我表妹27岁，
总觉得别人想害她， 生活不能自
理，也不和别人交流。 ”据介绍，如
今韩女士的社会功能基本丧失，
生活上完全依靠父母， 就像一个
还未离开襁褓的巨婴。

“她身上具有被害妄想的症
状，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 ”为了
进一步了解韩女士的情况， 李玥
提供了一次“上门服务”。 通过这

次“家访”，李玥发现，韩女士从最
初不能出门到现在不能下床，其
实反映了精神疾患进化的一个过
程。 “期间她如果得到帮助，是可
以阻断并防止恶化的， 但她无法
表达自己的不良感受， 也不能对
他人的言语和行为作出反馈。 她
的沉默会让人形成一种错觉，觉
得她不愿意交流， 而真实状况其
实是她已经生病了。 ”李玥说。

心理咨询是针对有自知力的
成年人的，但在这个家庭中，韩女
士的母亲是一名残疾人， 不能讲
话， 其父亲是家中唯一健康的成
年人。 李玥与韩女士的父亲进行
了多次沟通， 肯定了他对这个家
的付出，鼓励他不要放弃，要给妻
子和女儿更多的关心和爱， 积极
面对生活。

在李玥的鼓励下， 韩女士的
父亲改变了之前对女儿听天由命
的态度，有时间就陪她聊天，在生

活中照顾得也更加细致。 如今，3
个星期过去了， 韩女士的情况有
了好转， 并开始出现与人沟通的
意愿。

“自从小李来了，我们办公室
的氛围都不一样了。 ”李玥的同事
告诉记者，这位“兼职”的心理咨
询师逐渐有了名气，近段时间，有
很多职工来寻求帮助， 有想辞职
的员工、心情抑郁的同事，还有询
问如何和青春期孩子相处的家
长，每次和小李聊完，大家都会有
收获。

为了让心理咨询融入到职工
当中去，日前，崔村镇工会服务站
挂牌设立了咨询专区。 “今后将做
广大职工的‘解忧草’，帮助大家
解开生活和工作中的‘心结’。 我
希望通过提供心理咨询的方式，
为工会服务工作提供一条新渠
道，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李
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