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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来， 开始录右手拇指指纹，
按下、 抬起3次， 好了。 20个工
作日之后就可以来取身份证了。”
一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 昌平公
安分局霍营派出所的户籍大厅
里， 不少前来办理各种户籍业务
的居民已排起了长队。 户籍女警
白雪不慌不忙地回答大家咨询的
问题， 并细致地为每一位办理业
务的居民审核材料， 耐心讲解。

白雪今年 42岁 ， 她性格开
朗， 喜爱说笑， 总会让前来办事
的居民感到十分亲近。 自2007年
从部队转业以来， 白雪一直在霍
营派出所负责户籍窗口接待工
作， 工作内容包括户口审批、 审
核上报及市外迁入、 市外投靠等
方面。

户籍工作就是每天要和不同
的群众打交道 ， 要做到换位思
考、 将心比心， 要想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 为了帮助困难群
众， 白雪总是在规章制度允许的

范围内 ， 为他们开辟 “绿色通
道”， 尽力缩短审批流程， 早日
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前不久， 家住霍营街道龙锦
苑东二区的居民杨女士， 收到白
雪给她送去的准迁证之后， 脸上

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 她告诉记
者， 她的老家在四川省， 1997年
和丈夫结婚嫁到了北京， 但是户
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时间长
了， 我自己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
上 。 但是去年 ， 我爱人突然患
病， 我就想着赶紧把户口的问题
先解决了。” 杨女士回忆说。

杨女士将所有的材料准备齐
全，便到霍营派出所找到了白雪，
期间丈夫有过两次脑梗 ，情况十
分危急。白雪得知情况后，迅速联
系了社区民警并向领导汇报，把
原本受理时限为一个月的审批流
程，缩短到了10天。 “准迁证能这
么快办下来， 我特别高兴， 也特
别感谢白警官， 把我们的事儿放
在心上。 ”杨女士激动地说。

“每个家庭办理投靠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一次性给予
指导， 尽量让他们来一次就能解

决问题。” 为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白雪和其他同事一起集思广益，
制作了户籍业务所需材料服务告
知单， 提供给需要办理户籍业务
的群众， 真正实现了 “一次性告
知”， 让群众少跑腿。

十余年来， 每天的工作无外
乎是接待群众、 解答问题、 办理
业务、 查询档案。 “我觉得自己
就像一颗 ‘蹦豆儿’ 一样， 每天
手、 口都不能停。” 白雪打趣儿
道。 但多年如一日的工作没有让
她觉得厌烦， 反而像打了鸡血一
样， 每天以整洁的着装、 轻柔的
微笑、 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一位前
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居民的笑脸是激励我努力
工作的动力， 让居民满意也是我
始终追求的目标。” 在这种信念
的引领下， 白雪坚守在平凡的岗
位上， 诠释着美丽的人生。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居民的笑脸是最大的工作动力”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朱红/文 通讯员 蔡代征 王静/摄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工程
建设现场， 王海燕作为住总集团
城市副中心项目部党支部副书
记， 用女性的温柔和细腻， 用男
人般的韧性和坚忍， 赢得了广泛
的尊重和认可。

她以项目为家， 经常吃住在
工地； 推广的党支部 “三个一”
学习模式在城市副中心项目实
施， 让基层党建创新形成生动实
践。 2018年 “三八” 节前夕， 她
获得了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并
在 “展巾帼芳华 奏时代乐章 ”
首都女职工风采展示暨先进表彰
大会上， 作为代表上台领奖。

她的家跟着项目搬

如果你问王海燕， 哪个项目
对她的影响最大， 她一定会告诉
你， 是台湾同胞抗日战争纪念馆
工程。

当时，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工程总承
包部接到任务， 需在短时间内完
成台湾同胞抗日战争纪念馆。 时
间紧、 任务重、 责任大， 她必须
独自处理复杂工作。 项目经常接
待各级领导， 很多业务部门负责
人都记住这个笑意盈盈的姑娘，
因为她太好学， 每次去都会追着
问这儿问那儿， 征求各级领导的
建议。

2015年9月28日 ， 当王海燕
被工程总承包部派到城市副中心
项目建设任务时 ， 她交接好工
作， 第二天便投入到前期策划。
她还在距离工地10分钟路程的村
里， 安下了临时的家。 这已经成
了惯例———工作的项目在哪里 ，
她就把家搬到哪里， 因为一旦项
目开始建设， 加班就成了常态，
租最近的房子， 才能把路上的时
间尽量省下来。

作为项目办公室负责人， 她
缜密对接每次来访接待、 会务筹
办， 精心策划每个细节。 她把时
间就全 “泡” 在了工地上。 每天

８点之前到单位， 晚上８点前很少
离开办公室。 虽然离 “家” １０分
钟的路， 她一旦忙起来也是经常
住在项目上。

“三个一”做好党建工作

城市副中心作为疏解非首都
功能的重要举措 ， 政治意义非
凡， 王海燕作为支部副书记， 以
推进 “两学一做” 常态化、 制度
化为载体， 充分发挥党支部凝心
聚力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实处
着力， 知行合一， 为工程建设保
驾护航。 她不断研究， 注重寻找
党建与生产经营的着力点， 把党
建工作有声有色开展起来。

为使 “两学一做” 工作要求
落地， 在城市副中心项目支部的
共同研讨下， 王海燕确立了 “三
个一” 学习思路， 即一周一会一

问题、 一月一课一研讨、 一季一
学一汇报。

她结合工程阶段制定研讨内
容， 让党员参与进来， 使支部活
动更加规范。 项目部率先将党建
引入 “智能管理 精益建设 ” 信
息管理系统， 王海燕及时录入党
员数量、 党员责任区分布、 三会
一课及专题学习教育等数据， 实
现党建工作在线化、 信息化、 透
明化， 这在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
中尚属首例， 集团公司也特意作
为试点在集团内部进行推广。

为加强宣传， 项目成立了宣
传报道小组， 自2017年5月北京
城市副中心A3A4工程进入冲刺
阶段后 ， 共计编发简报190篇 。
王海燕和宣传部门相继挖掘报道
了先进典型人物、 好人好事、 重
大决策、 管理亮点等。 一个个鲜
活的事例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

项目的先进人员得到重点报道。

将党建与经营更好融合

王海燕积极探寻找支点， 使
党建与经营生产更好地融合。 一
是找方法， 让党建工作活起来。
二是想策略， 让职工的获得感更
多。 她组织党员学习习总书记视
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 领会十九
大精神， 围绕 “身在兵位、 胸为
帅谋” 组织大讨论， 牢固树立全
员的四个意识。

成立党员突击队、 开展党员
先锋岗、 创建志愿者服务队等活
动， 夏天将湿毛巾放到职工的脖
子上、 将绿豆汤盛到工人的杯子
里。 为了让员工增进对城市副中
心工程的支持， 她采取多种形式
丰富职工生活。

中秋佳节举办 “鲜花献家属

工地度中秋” 活动， 将职工家属
请到工地上； 组织 “百场电影进
工地”， 每周精选电影让工人愉
悦身心， 她处处将职工的需求放
在首位。

通过两年的支部建设， 城市
副中心党支部总结并形成了 “以
思想教育、企业文化、智能管理、
人文关怀、典型人物为引领”的党
建新模式， 全面推动了城市副中
心工程建设。 将“智能管理、精益
建设” 的理念贯穿始终， 创造了
“三天半一层”的住总速度。为此，
城市副中心党支部荣获集团2016
年“百千万”活动党建工作标杆，
王海燕在2017年“当好主力军，建
功副中心” 劳动竞赛中荣获优秀
党务工作者称号。

本命年有了新希望

2018年 ，36岁的王海燕迎来
了本命年。在春节前夕，城市副中
心工程会战进入关键阶段， 她根
本没时间为自己买一条红腰带。

从国外特意回国过年的婆
婆， 买了一套纯棉的红秋衣， 打
算在除夕晚上给她， 结果却等来
了她加班的消息。 为了能让春节
值班的人员在工地上有年味， 大
年三十， 她带领大家贴春联、 包
饺子， 和大家细数副中心一个个
难忘的日子。 大年初一， 她和值
班领导转完现场， 安排妥当一日
三餐， 给工人们拜完年， 才坐上
晚上的火车回石家庄过年。 已结
婚5年的她， 因工作忙一直没考
虑要孩子， 在本命年到来之际，
她遇到了领导和家长空前一致的
催促。 她说： “这也是我今年的
目标。”

像老领导带她一样， 王海燕
也带了几批年轻人， 他们也在快
速成长、 成熟。 城市副中心工程
要交用了， 新一代年轻人成长起
来了 ， 她的生命中也有了新憧
憬： 建楼、 育人。 王海燕在2018
年的春天， 注定是不平凡的。

柔肩挑铁担 细语化春风

———记昌平公安分局霍营派出所户籍民警白雪

———记住总集团城市副中心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王海燕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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