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工程“铁算盘” 工地“女汉子”

作为一名建筑工人， 她无论
对待什么工程、 什么岗位， 都兢
兢业业、 恪尽职守， 用实力证明
自己；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她处
事大度， 重视集体利益和团队精
神， 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
难， 处处为他人着想， 乐于助人
的态度赢得了一片赞誉。

这就是罗景英， 北京城建集
团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综合管
廊七标段项目党支部书记兼商务
副经理。 1981年出生的罗景英 ，
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工程造价本
科专业。同时，她还是一名有着近
1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通过不断
努力和自我突破， 她出色地完成
了大小十几个项目的商务经营工
作， 并积极开源节流、降本增效，
在保证优质高效施工前提下， 通
过精细化管理， 为项目合理节约
成本近千万元。 她也先后获得奥
运工程优秀建设者、 北京城建集
团三八红旗手、 全国建设工程优
秀项目管理成果一等奖、 北京青
年五四奖章、 全国职工职业道德
建设标兵个人等荣誉称号， 2018
年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初入职场崭露头角

2004年7月25日 ， 刚毕业的
罗景英进入北京城建二公司， 凭
着优异的毕业成绩， 她被安排到
刚开始建设的奥运工程———五棵
松奥运篮球馆项目。 施工现场条
件艰苦而枯燥， 这对刚走出校门
的罗景英来说无疑是意志的考验
和心态的磨练。

面对工作， 罗景英是一个有
心人， 她对一线的辛苦没有任何
怨言， 反而当成一份挑战， 对工
作充满了热情和兴趣。 她为能参
与奥运工程建设充满自豪， 并将
这些化为动力， 全身心投入到工
作中， 并在城建集团铁军文化中

迅速成长起来。
从前期临建施工开始， 她每

天都泡在工地， 结合现场识图算
量， 钻研和应用刚刚推广使用的
清单计价软件， 摸索如何更好地
把书本知识用于实践， 如何精细
化管理降低施工损耗； 她经常熬
夜加班算量、 研究图纸， 踏踏实
实、 一点一滴地完成前期临设办
公区和生活区的商务管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勤恳耕耘
总会带来丰硕收获。 2005年上半
年， 她与业主委托的咨询公司顺

利完成清单核算工作， 同时协助
技术人员办理施工过程中关键的
洽商变更， 同事们都说这个初出
茅庐的小姑娘吃得了苦、 受得了
累， 骨子里有一股韧劲儿。

一把 “铁算盘” 走天下

由于业务能力出色， 2011年
7月， 罗景英被调入工程总承包
部通州北环环隧工程一标段项
目， 先后担任了通州北环环隧工
程一标段、 玉带河大街项目的商

务部部长； 2013年11月， 她加入
中国国学中心项目， 成为中国国
学中心项目副总经济师 ； 2016
年， 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工程也
出现了她的身影。 从分包招标到
合同签订， 从变更洽商到增补清
单， 她无一不是精心策划、 精细
测算， 通过过程管理中的严谨把
控， 成为公司有名的 “铁算盘”。

调入中国国学中心项目之
初， 在劳务招标上， 她通过仔细
测算平米含量并结合单项市场价
格， 不仅对劳务招标进行了准确
测算， 还打破传统的扩大劳务的
分包方式， 自行组织周转材料，
并详细了解周转材料退场的各种
风险因素， 在合同中增加相应条
款予以明确， 规避了结算风险。
在国学中心工程暂估价材料设备
招标中， 她积极配合业主完成
资审及招标文件 、 招标控制价
的编制， 期间多次组织专业工程
师召开专题讨论会， 提出合理优
化方案， 为该工程的概算控制打
好基础。

“女汉子” 赢得大家认可

2016年底， 北京城市副中心
行政办公区综合管廊七标段工程
破土动工， 这是北京城建集团在
副中心建设中承揽的又一项重点
工程。 罗景英凭借优秀的业务素
质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被选拔进
入这个精良管理团队。 由于工程
工期紧、 体量大， 加班加点、 值
岗停休是常事。 作为80后的她不
娇气、 不傲气， 面对纷繁复杂、
紧张棘手的工作从不退缩。

2017年6月30日是管廊工程
结构施工关键节点 ， 在抢工大
干、 劳动竞赛期间， 她自愿在项
目值夜班， 主动承担夜间施工后
勤保障、 结构分区现场组织、 农
民工志愿服务等多项工作任务 ，

成为建筑工地上的一名 “女汉
子”。 为确保工期， 项目每天晚
上为夜间施工的农民工送夜宵。
之前中国国学中心工程地下结构
抢工时， 她的右腿做过半月板局
部切除手术， 在管廊狭长的施工
现场她给工人们送饭， 来回就将
近一个钟头……

2017年， 她怀着双胞胎宝宝
依然每天开车奔波在几个工地
上。 直到孕期七个月时， 医生强
制要求她住院保胎。 但她还是放
心不下手上的工作， 因为刚好赶
上年底盘点、 劳务分包结算、 农
民工工程款支付， 于是她带着电
脑住进医院。

手机指挥、 电脑传文件……
病房成了她的办公室。 对工作的
不放心和事事操心最终导致她提
前产下了双胞胎宝宝， 孩子一出
生就进了保温箱， 虚弱的她不顾
大夫和家人的叮嘱， 一出院又开
始安排年底的收款 、 付款等工
作。 她深知年底付款对辛苦一年
的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却全然不
顾自己术后虚弱而尚未恢复的身
体， 直到年底的商务工作平稳过
渡， 她才放心。

一年到头， 罗景英很少顾上
孩子、 丈夫。 同在建筑行业的丈
夫很理解她， 但也很担心她的
身 体 ， 看着她一天到晚忙碌 ，
丈夫忍不住给她发了这样一条
短信： “你的这一份对工作的热
爱和责任 ， 使你能战胜一切困
难， 但请你保重身体， 为了爱你
的家人。”

面对家人、 孩子， 她心里有
太多愧疚， 她把这些愧疚埋藏在
心里。 或许努力工作是她回报
家人的最好方式 。 在建筑工地
工作这十几年， 罗景英深深感
受到一线的苦和一线的难 ， 但
也从中体会到春华秋实的那份耕
耘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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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昆明地铁6号线机修工李兵、潘军

“这位司机， 这样做是不行
的。 你看， 这钢丝绳已有不少毛
刺 、 断丝 ， 说不准啥时候就断
了， 必须更换后才可作业！” 在
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昆明地铁6
号线二期工程五工区工地上， 机
修工潘军一声断喝， 龙门吊司机
只得停下来， 说了一句： “我想
着龙门吊每天检不检查也就那
样， 应该没什么事。”

潘军制止龙门吊司机启动
后， 马上去材料室取钢丝绳， 然
后与师父李兵、 再叫上几个农民
工一起更换了钢丝绳， 试吊没问
题后才允许正式作业。

这就是工地干机修一行的职
责———定期巡检、 随叫随修， 确
保机械设备正常作业， 保障施工
进度和安全。 对参加工作7年的
李兵来说， 这样的情况已司空见
惯； 而潘军， 尽管刚毕业不到一

年 ， 但也已经适应 。 就如他说
的： “一开始觉得脏乱累， 有点
吃不消， 但想想师父和身边其他
一些同事， 每天加班加点、 没有
一件工作服不沾油污， 也就习惯

了。” 现在， 师徒俩一心就想着：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去年年底的一天 ， 风特别
大， 再加上天空下着毛毛雨， 原
本寒冷的天气更让人撑不住。 龙

门吊司机听到小车行走时有异常
声响， 便电话告知师徒俩。 经检
查发现， 原来是龙门吊最上面小
车的行走轮轴承和油封盖已经破
损， 致使小车无法行驶才发出不
一样的声响。 这可给他们出了难
题， 毕竟换个轮子容易， 关键是
怎么把坏掉的轮子卸到地面、 再
怎么把新轮子安装上去， 毕竟上
下10多米高， 100多公斤的轮子
靠人抬上抬下是不现实的。

思索了半个来小时， 李兵想
出一个办法： 在龙门吊上面焊一
个吊点， 把龙门吊上的定滑轮挂
在吊点上， 然后把一根吊装用的
钢丝绳穿过滑轮， 一端拴在行走
轮上， 一端拴在装载机上， 随着
装载机的前进、 后退， 轮子就可
以自由上升或下降。 这样一来，
新轮子顺利安装， 还给项目部节
约了一辆吊车的台班费。

平时， 这样的事还不少。 虽
然各个劳务队都配有自己的机修
人员， 但有一些事他们还是搞不

定或者嫌麻烦不愿做。 每次遇到
这种情况， 师徒俩不慌不忙， 细
细研讨， 查看各种资料， 最后都
能圆满完成任务。 也正因如此，
师徒俩在农民工中有着良好的口
碑， 在项目部也多次获得好评。

在机械维修方面， 创新没有
止境。 近年来， 李兵结合自己多
年的工作经验， 带着徒弟潘军推
出了特色 “防溜车装置”， 即在
电瓶车前端安装一个铁爪子和一
个气缸， 构成一个系统。 每当电
瓶车有溜车迹象时， 立马手动打
开操作室内控制气缸的气阀， 此
时， 气缸的杆就伸出来， 爪子也
就自然落地， 紧抓轨枕， 大大减
少了溜车事故的发生。

小小的材料室也是机械维修
的一片天地。 为了迅速寻找到所
需的零器件，了解其存货量，师徒
俩还给各种零器件设置了二维
码。 平时需要什么，在哪个位置，
是否需要进货，等等，二维码一扫
便知，综合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丽珍/摄

爱琢磨事儿的模范师徒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记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综合管廊项目商务副经理罗景英

李兵（右）和潘军（左）互相研讨给减速箱“洗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