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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学生出身的戴伟泉虽然任项

目经理时间不足五年， 却成绩不
凡， 2013年他担任北京城建二公
司二十九项目部经理， 独立指挥
的城建·琨廷项目二期、 四期工
程斩获北京市结构长城杯、 建筑
长 城 杯 双 银 奖 、 北 京 市 绿 色
安全 “样板” 工地， 勇夺中国土
木工程的最高奖———詹天佑优秀
住宅小区金奖。

此后戴伟泉两次危急时刻勇
挑大梁， 出任二十三经理部、 二
十八经理部项目经理。 戴伟泉用
辛勤的劳动汗水， 浇灌出朵朵项
目荣誉之花。 2015年， 他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项目经理、 2016年被
评为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去年，
他还被评为北京城建集团第五届
杰出项目经理。

创新工艺解决施工难题

在平凡的项目管理中， 处处
有创新。 戴伟泉就制定出 “打造
质量过硬、 进度惊人、 效益颇丰
的优质工程， 培育综合素质全面
的管理团队” 总目标。 他带领的
QC小组团队， 在施工节点中不
断创新， 解决了许多施工难题，
创造出许多新工艺， 积累了丰富

的施工经验。
在城建·琨廷二期的框架剪

力墙结构施工中， 他带领的QC
小组将 “大体量混凝土温度裂缝
控制” “地下室外墙防水渗漏”
“外墙面砖施工 ” 等作为课题 ，
用精益求精的钻研细部做法， 以
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工程， 形成了
项 目 部 独 特 的 施 工 工 艺 。 特
别是在 “地采暖地面裂缝控制”
方面， 戴伟泉QC小组攻克了多
项难题， 并以 “提高住宅楼初装
修地采暖地面合格率” 为题获得
了全国工程建设优秀QC小组二

等奖。
科技的创新， 为城建·琨廷

项目二期、 四期工程斩获北京市
结构长城杯 、 建筑长城杯双银
奖 、 勇夺中国土木工程的最高
奖———詹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
奠定了基础。

严控管理塑造样板工地

安全是项目常抓不懈的主
题。 施工中戴伟泉将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 节约环保、 廉政建设
等 放 在 与 工 程 进 度 、 工 程 质

量 同 等高度 ， 塑造工程管理良
好形象。

近两年， 戴伟泉不断加大管
理力度， 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和管理保证体系， 将安全落实到
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工种、 每一
名工人， 严查安全隐患， 杜绝了
安全事故。 同时， 他将 “杜绝因
工死亡、 重伤、 群体职业病、 食
物中毒事故、 无火灾及严重治安
事件发生” 作为项目安全工作的
具体目标。

平时， 他深入到施工现场的
各个角落， 查制度的落实、 隐患
的整改， 有效控制安全事故的发
生。 在安全硬件防护方面， 他确
保资金投入， 不在安全上打小算
盘节约成本， 保证专款专用。 他
亲自布置施工现场的场容场貌，
狠抓环境保护、 消防保卫、 施工
用电等方面的管理， 在他的监督
之下， 工地上各项安防设施完备
到位， 特别是双排脚手架搭设严
格按照规范执行， 虽然加大了施
工成本， 但架体稳定， 安全系数
增加， 实现了施工现场安全文明
施工执行标准化管理。

率先垂范做好榜样

建筑业是一个艰苦行业， 风
吹日晒、 寒来暑往。 戴伟泉上任

近5年来， 始终本着一份对岗位
和企业的挚爱之情， 坚持在施工
一线拼搏奉献着。 他低调做人，
埋头苦干，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滴
滴滚烫的汗水对企业献出一个诚
字， 对职工付出一个爱字， 对自
己定出一个严字。

他一直恪守 “扎实苦干树形
象， 率先垂范做榜样” 的工作准
则。 每逢一个新的工程项目， 他
就像上足了发条的工作机器， 从
早到晚， 忙得不停， 要求职工做
到的， 他首先做到， 在工地上随
时 都 能 看 到 他 的 身 影 。 在 争
创 詹 天佑优秀住宅小区金奖的
大半年中， 他吃住在工地， 亲自
组织协调， 小到迎检的材料、 座
位码放的位置， 他都亲自动手用
线去衡量。

在他的带领下， 二十九经理
部工程获得安全、 质量、 效益多
项大奖。 此后， 他半途出任二十
三经理部经理， 使学院路北端回
迁 安 置 房 工 程 顺 利 交 验 投 入
使 用 并获结构长城杯奖 。 2017
年， 戴伟泉再次紧急出动， 临危
受命， 半途出任二十八经理部项
目经理， 承担起17万多平方米的
北影洗印厂危改小区工程的建设
重任。 目前， 6个工程栋号全部
封顶， 通过北京市结构长城杯二
检和绿色样板工地检查。

□通讯员 杨保川

两次临危受命挑大梁
———记北京城建集团二公司项目经理戴伟泉

□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已经记不清楚是多少次带
人参观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了，
每一次带人去参观 ， 都倍感亲
切， 那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均是我
亲自选购种植的。” 吕青涛说。

吕青涛， 四川宜宾人， 1998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现任北
京中建建筑设计院第四设计所所
长、 建筑师， 养老产业和文化产
业的建筑设计是他的主攻方向。

设计首个 “嵌入式”
养老中心

“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是我
盯得最久的一个项目 ， 耗时11
年。” 吕青涛说。

金融街养老照料中心是北京
市首个 “嵌入式” 医养结合式养
老机构， 吕青涛团队早在十多年
前就将日本设计经验引入国内，
将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养老照料中
心结合在同一座建筑中， 一条绿
色通道可以在1分钟内将公寓里
的老人推进医院 。 吕青涛说 ：
“医养结合的设计理念放到现在
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这一定是养
老机构未来的发展趋势。”

“之所以耗时这么久 ， 主要
原因是项目地处西城区抄手胡
同， 面积虽然不大， 但拆迁起来
相当困难， 加上各种限制， 施工
和设计断断续续 ， 几年前才交
工。” 吕青涛说。

细节彰显品质， “适老性 ”
体现在吕青涛设计方案的每一个
细节当中， 从通道的坡度到洗手
池高度， 每个设计细节都要充分
考虑老人的需求。 为了充分做好

方案， 他带领团队花费两个多月
时间， 调研了全国20多家养老机
构 ， 南到杭州 、 上海 ， 北到沈

阳、 大连， 广泛收集了养老机构
在建筑装修、 床位设置等方面的
经验， 并将这些经验实际应用到

方案设计中。

人性化设计赢得老
人充分肯定

“只有深入理解社会需求 ，
理解老人的需求， 才能做好养老
项目设计， 因为它承载着的不仅
仅是建筑的功能， 更多的是人的
需要， 所以要把养老照料中心当
成作品， 而不仅仅是建筑。” 这
就是吕青涛的设计理念。

“中国大部分的养老机构是
不设置介护区的， 但是我认为这
才是目前的刚需， 考虑到我国老
龄化现状和现代生活节奏， 一旦
老人需要介护， 就需要社会资源
的介入。” 因此吕青涛在养老照
料中心紧张的建筑面积内特别设
置了20个介护老人床位。

“养老机构设计一定要是人
性化的， 所谓的人性化就是要让
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有尊严 、
有归属感。” 吕青涛考虑到入住
的多是北京本地的老人， 选取了
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式建筑风格，
将活动区、 介护区、 屋顶花园等
功能区紧密地安排进来。 室内的
装 修 风 格 也 选 取 了 温 暖 的 木
栅 格 和传统的洋红色 。 除了整
体的人性化设计， 空调外挂机位
置这样一个小问题其实也大有讲
究， 考虑到不少老人睡眠不好，
所以吕青涛设计的悬挂位置就避
开了靠近床位的地方。

处处用心、 事事用心的设计
赢得了老人们的充分肯定， “听
到不少老人说住得不想回家了，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吕青涛对自己的设计作品充满了
自豪。

紧紧抓住养老设计
主线不放

因为北京市金融街养老照料
中心设计前瞻， 自项目竣工后，
吕青涛又先后负责了北京陶然亭
养老照料中心、 北京通州通和园
养老照料中心、 陕西九九养老体
验中心等一系列养老项目， 也正
在尝试在养老项目中加入临终关
怀、 阿尔茨海默症病人护理功能
区。 “面对老人和死亡， 就是面
对将来的自己。 所以养老项目关
乎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用心去
做。” 吕青涛仍然保持着十足的
热忱和真心， 在养老项目的设计
路上越走越远。

在文化领域， 吕青涛团队先
后承接了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地
区文化中心改造工程、 垡头文化
中心工程， 既满足了文化中心的
功能性要求， 又实现了建筑的美
学价值， 因为建筑如钻石切割般
的形体特点， 被并称为 “红钻剧
场” 和 “黑钻剧场”。 吕青涛团
队承接的北京市朝阳区常营文化
中心， 由已建成的小型商业项目
改造完成， 成为全新的地区级文
化中心。 凭借着在养老产业和文
化产业的建筑设计， 吕青涛还入
选了 《中国当代青年设计师VI》
（上册）。

“我不追求项目大 ， 那样实
现不了理想， 必须做有个性的项
目， 才能实现理想， 做一个有社
会责任感的建筑师。” 吕青涛说。

———记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第四设计所所长吕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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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11年精心设计养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