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盛丽

北京北菜园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联合）社理事长赵玉忠：

精瘦的个子， 走起路来风风
火火， 一看就是一个干练的人。
他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成长为
项目总工 ， 并逐步扎根铁路一
线， 成为其中一名建设者。 他就
是火车头奖章获得者、 中铁建工
上海公司南龙铁路站房工程Ⅱ标
项目经理雷志东。

多年总工经验百炼成钢

“我成长得比较慢， 但都是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1995
年， 雷志东参加工作。 从2000年
到2013年， 雷志东当了十多年的
项目总工。

“做技术的眼界要开阔， 当
总工必须要有大局观。 总工就是
项目经理的参谋长， 总工对项目
要求不严谨不行。” 雷志东是这
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不仅
有大局观， 还很拼。

在南昌西站当项目总工时，
雷志东就非常拼。 项目生产经理
曾科这样说： “我和雷志东2008
年一起搭档， 当时他是福州南站
项目部总工， 我是生产经理， 那
时就感觉他很敬业。 最难忘的是
2013年南昌西站施工， 当时离交
工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雷志东
硬生生在机房里呆了72个小时，
吃饭 、 睡觉都是在机房里进行
的， 真的很拼。”

正是靠着拼搏的毅力， 他主
持的 《大跨度桥式框架结构与空
间钢结构逆作施工技术研究》 荣
获中施企协 “科学技术创新成果
一等奖”。 雷志东也在经历多个
项目的锻炼后， 对不同项目的技
术掌握得炉火纯青。

2013年， 雷志东在厦门站担
任项目经理， 去年又担任南龙铁
路站房工程Ⅱ标项目经理， 同时
负责双洋、 漳平西、 雁石南、 龙
岩北4个站房的建设， 指挥着数
十名职工在几百公里的战线上
“战斗”。

施工误差不超过0.8毫米

“双曲面施工的误差不超过
0.8毫米 ， 这是我们在厦门站创
造的一个杰作。” 雷志东说。

当时业主提出， 建设厦门站
要和厦门城市形象相匹配， 最终
选择了设计院的白鹭展翅造型。
但是业主和设计院都很担心， 在
10个月的时间里能否完成施工？
工艺上又如何能保证双曲面铝板
实现白鹭展翅的造型？

“工期紧、 要求高， 采用什
么材料、 运用什么工艺来施工，
这就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 雷
志东说。

为了做好施工筹备工作， 雷
志东集思广益， 召集设计院、 施
工单位 、 项目总工和技术员一
起， 集中研究了三个月。 经过多
次反复修改， 最终拿出了施工方
案： 为了缩短工期， 结构施工时
就考虑后期装修的工作， 提前把
配件上好 ， 为后期装修预留时

间。 在细化方案中， 雷志东甚至
细化到脚手架的安放位置， 精确
测试后认为在确保质量情况下方
便工人舒适施工才行。

此外， 雷志东还组织技术人
员一起三维建模， 把每一个施工
点模拟出来。建模时，由于白鹭展
翅造型两端变化大，误差达到2毫
米， 导致造型无法实现预先的效
果。 面对困难，雷志东没有放弃，
他改变了思考角度， 从材料加工
方面入手，与厂家沟通，铝板加工
采取开槽处理措施， 现场施工时
再加垫片调整， 并做了一个实物
样板， 最终经过测试误差控制在
0.8毫米，能保证实现白鹭展翅造
型，雷志东才放心了。

“控制0.8毫米的误差 ， 让
我们的施工质量和工艺得到甲方
认可。” 雷志东说。

白鹭造型经住台风考验

“厦门站经受了17级台风的
考验， 这也是我们用工匠精神打

造厦门站的回报。” 雷志东说。
去年的一天， 雷志东正在上

海前往南昌的路上， 接到项目电
话说台风要来。 在高铁上， 雷志
东就进行了布置， 安排人员全部
检查造型配件， 要求对每一个焊
点、 每一个焊缝和每一个螺丝都
进行全数检查， 一个也不落下。
为了防止大家马虎， 雷志东还特
地请来甲方监理一起参与检查，
最终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才放心。

此外， 雷志东还安排项目人
员撤离临时住房保障安全， 并随
时候命抢险。 当天晚上， 台风来
临， 厦门北站的造型经受住了考
验，没有一片装饰材料掉落。而附
近一个火车站， 因为台风被卷走
了多块屋面，造成候车大厅漏雨。

考虑到雷志东承建的火车站
能够经受台风考验， 当地政府就
把抢险受灾车站的任务———紧急
加工4000平方米屋面铝板交到了
雷志东手中。 此时， 雷志东因为
台风无法回到厦门， 他依旧通过
电话， 联系协作单位， 要求连夜
加工铝板， 并提出无论如何都要
协作单位将材料和设备拉到现场
加工。 直到半夜， 雷志东仍在追
问进度。 听说开始出铝板了， 他
才放下心来。 “只有及时用铝板
把屋面修补好， 乘客才能不被雨
淋。” 雷志东说。

这次17级台风， 让雷志东建
设的火车站经受了考验。 因为这
次抢险， 雷志东也让企业的信用
评价得到提高。

带领团队冲锋在前

在同事的眼里， 雷志东是一
个敢于冲锋在前的人。

“雷志东也很能跑， 有一天
早上， 他跑到南昌去办施工协调
手续， 结果半夜就回来了。” 在
安全生产部部长柏文强印象中，
雷志东特别能吃苦。 “昨天我们
进行封闭施工， 凌晨5点才结束，

我9点多起床到现场时， 他已经
出现在现场了， 也就睡了两个多
小时。 他总是在现场盯着， 一旦
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柏文强说。

雷志东很能跑， 从他的微信
步数里就能看出来， 很多时候都
在1万多步， 最低几百步， 那是
他在办公室想问题。

雷志东说， 他带团队有两个
“见不得”。 一是见不得别人做事
敷衍， 这和他当总工出身有关 。
另一个是见不得别人思考不严
谨、 没有大局观， 因为他认为很
多人做事考虑不顾及相关联的方
面。 但同时， 雷志东也会鼓励年
轻人 ， 让年轻人有信心做好工
作。 他培养的新人也有五六人进
入其他项目成为领导班子成员。

和家人视频弥补亲情

“从总工到项目经理， 这么
多年， 家庭总是顾不上， 我觉得
很内疚。” 雷志东说。

多年的打拼， 也让雷志东有
了一点积蓄 ， 考虑到孩子要上
学， 雷志东和妻子商量后， 2014
年决定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但是
由于工作太忙， 妻子把所有手续
办好后， 他都没有去过新房。 以
至于他第一次回家， 打车时都不
知道家里小区名字， 到了家门口
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去年过年时， 一个亲戚问孩
子：“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 ”孩子
回答说 ：“喜欢妈妈 ， 不喜欢爸
爸。 ” 在回答为什么不喜欢爸爸
时，孩子说了一句：“他又不管我，
一年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听到这
句话，雷志东心里很难受。过年时
他还特地陪孩子玩了一会儿。

“我的弥补措施就是今后每
天给家人视频，哪怕一分钟也行，
这样可以增进亲情。 ”现在，雷志
东的孩子在学校住宿， 每周五回
家一次， 他定的规矩是每周必须
给孩子打一次电话联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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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张秀 文/摄

———记中铁建工上海公司南龙铁路站房工程Ⅱ标项目经理雷志东

他打造的车站经住17级台风考验

赵玉忠是北京北菜园农产品
产销专业合作（联合）社理事长。
他以诚信为本，专注于蔬菜质量，
打造出了享誉北京、 全国知名的
“北菜园”有机蔬菜品牌，带领延
庆小丰营村的298户农民走上了
持续稳定的增收致富路。

2009年在政府的支持下 ,小
丰营村流转土地1500亩建起了设
施农业大棚， 村里的能人赵玉忠
被推选为理事长。 在管理中他大
胆创新，实行农业企业化管理，蔬
菜种植呈阶梯时段， 让蔬菜实现
滚动生产， 保证每天至少30种蔬
菜不断向市场供应。

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
极性， 合作社工作人员每月有最
低工资，同时实行多劳多得制度。
员工种出的蔬菜合作社以保守价
收购， 在将蔬菜销售所得利润与
农户进行“三七”（合作社三，农户

七）分成，利益平衡机制最大限度
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大家干
劲十足， 设施农业也实现了当年
建棚、当年见效益的良好开局。

一次市场调研中， 赵玉忠发
现有一种蔬菜叫有机蔬菜， 市场
价格要比普通的无公害、 绿色蔬
菜高出五六倍。回来后，赵玉忠请
教农业专家， 上网了解知道有机
蔬菜处在蔬菜质量的顶级， 但是
要种出有机蔬菜可不是那么容易
的。 当时大家的种植观念还停留
在传统农业的以量大赢得经济效
益的程度。 而农业本来就是投入
大、见效慢的产业，发动大伙一起
种植有机蔬菜成为摆在面前的现
实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改
善， 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食品安
全。赵玉忠看好有机蔬菜的市场，
他决定发动大家走有机种植路

线。 当他把这个想法拿到理事会
上商量时，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要
想说服大家， 事实证明是最好的
办法。就这样他拿出300亩做有机
蔬菜种植基地， 申请有机土地转
换，获得有机蔬菜种植许可。为保
证蔬菜质量在种植有机蔬菜上不
仅延续滚动生产，他还实行“六统
一”管理，从制度上全面把握有机
蔬菜质量。

种植初期， 由于虫害防治中
物理防治不到位， 天敌又没能及
时释放，基地有8亩多快要采摘的
西红柿虫害严重。 有人提出可以
打少许化学农药即可治愈， 既不
影响产品的质量， 又可挽回上百
万的经济损失。 但赵玉忠对他的
农户说 ：“我们种植的是有机蔬
菜， 不能为了减少损失而毁了我
们的信誉。 ”他含泪带领种植户亲
自销毁了所有的病害产品。 种植

有机蔬菜以来， 他和农户累计拔
掉的秧苗上百万株， 销毁蔬菜数
十万公斤。 “为确保品质付出了损
失，却赢得了消费者信任。 ”他说。

2011年春节， 有个长期合作
的客户订购200箱有机蔬菜，但冬
天北方的气温较低， 西红柿和豆
角无法足量供应， 客户希望赵玉
忠能从其他基地采购普通蔬菜，
然后按照有机蔬菜包装， 并承诺
按照有机蔬菜价格付费， 赵玉忠
坚决拒绝了客户。为此，客户非常
生气。但事情过去以后，客户不仅
理解了赵玉忠的良苦用心， 自己
也受到了诚信教育。 赵玉忠诚信
经营的名声也远扬在外。

在赵玉忠的带领下， 小丰营
村设施农业从2010年的年销售额
不足300万元，发展到现在年销售
额突破1000万元， 合作社员工年
收入平均38000元。

诚信经营 带领298户农民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