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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出站信号绿灯， 尾部风压
600kp， 列 供 1、 列 供 2正 常 。 ”
“北京西站 ， 客车Z1次启动 。 ”
核对着列车尾部风压和列车供电
电压， 乘务员宣杰缓缓推进调速
手柄 ， “毛泽东号 ” 牵引的Z1
次旅客列车也承载着离家游子的
乡愁驶离北京， 奔赴革命领袖毛
主席的故乡。

“毛泽东号”机车诞生于1946
年10月30日， 在72年的征程里经
历了6次换型、 货转客，安全走行
突破了1000万公里。 而在这列72
岁的机车上， 1993年出生的宣杰
也成为了最年轻的机车乘务员。

“孩子怎么样 ？ 烧退了吗 ？
这趟车回来我就直接去医院！ 不
说啦， 我要出勤了。” 放下电话，
宣杰告诉记者， 自己最放心不下
的还是半岁的儿子， 上班路上他

接到孩子高烧不退的电话， 心里
满满的全是愧疚。

“开 ‘毛泽东号’ 车 ， 先做
‘毛泽东号’ 人， 我们得做真正
的 ‘火车头’。” 这位90后父亲挺
起胸， “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这是我毕生的荣耀。”

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业务素
质 ， 宣杰制定了 “对标计划 ”：
以 “毛泽东号” 标准不断规范自
己 ， 开启了 “白＋黑 、 5＋2” 模
式， 坚持 “班前学、 班中练、 班
后总结” 的自我闭环， 重点补强
平稳操纵、 故障处理、 非正常行
车等方面的业务知识。

大年初一那天， 机车出库前
的绝缘检测总是显示异常， 宣杰
一头扎进机械间， 一分钟不到就

发现故障点。 整备司机上车前，
他就已经完成了故障处理， 效率
很高。 在自我鞭策下， 他做到了
规章 “一口清 ” ， 技术 “一手
精”， 得到了班组老师傅们的一
致称赞： “宣杰这小伙子， 行！
是咱班组的人！”

2018年春运是宣杰在 “毛泽
东号” 工作的第一个春运， 为了
圆满地完成任务， 他提前三四个
小时来到丰台机务段备班， 窗外
的节日氛围浓厚， 而在班组学习
室， 他正在钻研平稳操纵要诀。
“稳、缓、明、精、省”，只见他紧贴
在学习桌前， 左右手分别拿着铅
笔制成的制动、调速“手柄”，脚踩
着自己定制的“警惕开关 ”，闭着
眼模拟列车启动。 搭班的徐立志
师傅推门进屋，他都没有察觉。

“客车Z1次1道通过 ， 司机
明白！” 这是宣杰值乘的第七趟
春运任务， 这位最年轻的 “毛泽
东号” 乘务员以自身行动践行着
“毛泽东号” 标准， “开领袖号、
做领军人 ” 是这名90后对传承
“毛泽东号” 精神的庄严承诺。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赵亚雄 韩玉乐/文 通讯员 褚亚东/摄

开领袖号 做领军人
———记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组乘务员宣杰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郝帅 金徐/摄

在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 有
这样一位劳模， 他自称是 “土八
路” 出身， 却堪比行业专家； 他
是工人兄弟们最贴心的老朋友，
工友们都愿意跟着他。 他从一名
普通的工人做起， 先后经历了工
长、 项目工程部经理、 生产经理
等多个岗位， “转战” 上海、 合
肥、 南京、 武汉、 苏州等多个城
市， 参建项目十余个。

凭借出色的工作和务实敬业
的本色， 他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章。他叫何培荣，现任中建二局
上海分公司昆山万达项目经理。

初涉工程干遍所有工种

刚工作时 ， 由于还不懂技
术 ， 初涉建设施工行业的何培
荣， 只能跟在老师傅后面学习放
线做标记。 渐渐地， 对放线轻车
熟路的他开始不仅仅满足于 “分
内事”， 他开始尝试钢筋工 、 泥
工、 混凝土工， 直至把所有工种
都干了个遍。

而这个工友眼中的 “异类 ”
绝未就此止步， 认识到自己在专
业知识方面的差距后， 他还把省
吃俭用的钱用来报名夜校培训
班。 每天结束劳累的工作后， 何
培荣就一个人赶赴培训班， 晚上
上完课返回宿舍， 他还要再啃上
几页行业书。 “瞎折腾啥， 也不
嫌累。” 有朋友劝他， 何培荣却
不以为意， 他知道， 自己是累并
快乐着。

巨大的付出换来的是惊人的
蜕变， 勤学肯钻研的何培荣不仅
成功考取了施工员证， 还接到了
中建二局抛来的 “橄榄枝”， 成
为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的一名正
式职工。 从门外汉到专业管理人
员， 是何培荣10年的厚积薄发。

做细现场保证施工质量

扎实的基层经验， 让何培荣
深知管理的源头活水不在别处，
而在 “现场”， 做实、 做细现场，
才是工程之本 。 何培荣的管理
“智慧” 让他逐渐成长。

2009年， 何培荣担任南京建
邺万达广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
人， 项目是当年万达集团和南京
市的头号工程， 这一近30万平方
米的市中心综合体项目要求在一
年内完工， 施工难度大、 工期紧
张 ， 在这场 “与时间的赛跑 ”
中， 何培荣却提出 “绝不为工期
影响施工质量” “不返工就是最
大的节约” “向管理要效益” 等
理念。

何培荣对施工工序和工程质
量有着 “工匠” 般本真的坚守和
追求。 在一次现场检查中， 何培
荣发现某处墙面抹灰出现开裂情

况， 二话不说， 就把当时负责的
工长叫来。 “工期这么紧张， 就
这一小处， 要不算了吧？” “算
了 ？ 工期不是靠投机取巧缩短
的， 我们这么干， 砸的是企业的
招牌！” 在何培荣的坚持下， 项
目返工率几乎为零。 从挖土开始
仅仅用了11个月， 南京建邺万达
广场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 当年
开业， 并先后荣获省安全文明工
地、 省节能环保工地、 市优质结
构等荣誉称号。

“一年365天， 施工现场一天
也少不了何培荣的身影。 办公室
是很难找到他的， 只要现场经过

他的把关， 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班组带班钦佩地评价道。

建筑施工管理就是遵循工序
流程做事情， 坚守好工序、 琢磨
透施工流程是何培荣在不同工程
中能不断创新管理手段的源泉。
他的 “智慧” 从工地中来， 又应
用到工地中去。

自行设计制作的屋面临时排
水系统， 循环利用基坑降水， 有
效降低施工用水成本的同时， 也
有效改善了施工现场安全文明环
境； 创新大体积底板电梯基坑分
层浇筑工艺， 有效减少建筑底板
渗漏等质量通病； 优化的建筑工
程施工临时洞口防护设施、 即插
式临边防护栏杆等， 既降低了成
本， 又为标准化施工管理创造了
条件。

甘当工友们的贴心人

“有难事， 找老何。” 这是工
人兄弟们总会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工人出身的何培荣， 深得大
家的信赖。 大伙都知道， 这个在
施工现场雷厉风行的 “硬汉 ”，
有着一颗温暖善良的心。

一次， 由于劳务分包公司没
有给工人发够工资， 几位工友火
急火燎地找到何培荣， “何总 ，
你看这咋办， 大伙辛苦了一年，
全家老小就盼着这点钱回家哩。”
何培荣听罢便大概清楚了其中缘
由， 他定了定， 对大家说： “工
友们放心， 我这就找你们分包老
板协调。 大伙的工资项目已经一
分不少地发下去了， 他们要是敢
不认账， 我老何补给大家！” 有
了老何 “撑腰”， 工人们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

熟悉何培荣的工友们知道 ，
有何培荣在的地方， 大家的权益
就有绝对的保障。 他还曾主导先
后给1800余名务工人员购买 “综
合保险 ” 和 “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对安全生产做到零容忍和
零伤害。

何培荣愿意拿真心帮助工
友 ， 工友们更愿用真心待何培
荣。 2011年6月， 武汉发生特大

暴雨， 当时何培荣正坐镇武汉经
开万达项目。 身处灾区， 何培荣
知道身为央企铁军理应责无旁
贷。 “想上的就跟我来。” 农民
工兄弟们火速响应， 就这样， 一
支农民工抗洪抢险队在老何的带
领下， 来到指定地点， 大家用沙
袋合拢起长 100米高 0.5米的堤
坝， 为武汉市抗洪抢险工作做出
积极贡献。 项目还因此获评 “抗
洪抢险先进单位”。

做员工的成长导师

关于如何带团队， 多年来 ，
何培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 “育人
之道 ”， 那便是将 “纸上谈兵 ”
和 “实践出真知” 有机结合。

“纸上谈兵”， 就是定期组织
项目内部的培训交流会， 通过会
议室里的夜间 “充电” 与思想碰
撞， 为青年员工成长添好第一捧
“养料”。 “实践出真知”， 顾名
思义， 不管任何岗位的员工， 都
要首先到工地中发现问题， 掌握
本领。

项目设计员何骏龙在刚入职
时就遇到了地下室管线碰撞人防
门的难题， 多天的 “闭门造车”
并没有给他带来解决思路。 何培
荣把他带到现场， 短短半天的现
场求证， 技术难题就迎刃而解。

何培荣还牵头制定了一套针
对项目的综合性培训制度、 新员
工入职培训制度、“双导师”制度、
科学考核制度、 部门轮岗制度和
部门经理竞聘制等。 在这一人才
“孵化器” 里，年轻员工迅速成长
成才并被大胆启用， 项目书记、
项目总工以及多位部门经理均为
85后员工， 其中， 1991年出生的
技术部副经理韩旭入职仅仅两
年。经过项目多措并举的“孵化”，
他们都成为具备较强学习能力、
业务能力、 公关能力和管理能力
的复合型人才， 并在公司的转型
升级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普通工人到上海市劳模 ，
激烈的竞争中， 何培荣始终践行
着一个理念：只要敢于担当、敢于
拼搏，平凡一定可以筑造不平凡。

———记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昆山万达项目经理何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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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工程人 不凡建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