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我喜欢做工会工作， 我认
为没有小岗位，只有大事业。在工
会为职工服务， 有很深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石岩曾经在街道办事
处当过管城管环境建设和劳动社
保的副主任， 2008年到2014年在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当组织人
事处长， 2014年起至今担任中关
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会主席。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 怎
样可以更好地为职工服务？ 于是
在上级工会部门的部署下， 我们
多方借力，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
整合社会资源来满足职工多元化
的需求， 受到职工的欢迎。” 石
岩告诉记者， 为了更细致地了解
职工需求， 去年下半年， 石岩组
织园区工会开展了QQ、 微信群
线上需求调查， 共调查192人次，
发现职工非常希望工会组织阅读

活动， 于是获得了职工感兴趣的
38本书目。

“我们马上制定工作方案，
开始招募社会组织、 确认工作小
组、 明晰活动流程、 细化项目预
算……最终决定购买第三方 ‘支
点视觉’ 的社会服务， 让他们为
活动邀请嘉宾、 组织读书内容；
然后开展项目审议、 签订服务合
同、 严格财务监管、 活动归档管
理等。 2018年1月， 我们工会组
织的 ‘周二悦读时光’ 读书会正
式开始了！” 石岩说。

“周二悦读时光”在每月的第
二个周二举办， 距今已举办8次，
每次大约有40余人参加读书分享
会。 每次由社会组织邀请书籍作
者、 行业精英作为嘉宾与职工分
享读书心得， 这项活动还荣获北
京市总工会素质办 “首都职工读

书沙龙”项目审批和经费支持。
“4月举办的 《习近平七年

知青岁月 》 读书会还与党课结
合， 由社会组织邀请了梁家河书
记石春阳做分享， 450名园区干
部群众分享了总书记的青年历
程， 都感慨非常有收获！” 石岩
说， 每次的读书分享活动一般有
2个小时， 前半部分是嘉宾分享
个人创作体会和感悟， 后半部分
是职工分享阅读感受， 两个小时
的读书活动下来， 职工常常在充
满书香的交流里， 舒缓了压力，
放松了心情。

除了读书活动， 中关村科技
园区丰台园还和相关社会机构合
作， 从2017年起， 开展了 “巧手
匠心” 系列活动， 迄今已举办18
期， 从2017年的毛猴制作、 剪纸
等邀请非遗传人、 侧重非遗体验

的活动， 到2018年的3D打印、时
尚蜕变（服装色彩管理）等主题更
注重时尚、科技，充分满足了园区
职工不断更新的文娱需求。

截至目前， 中关村科技园区
丰台园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41
个，累计服务职工1862人次，受到
园区广大职工群众的广泛好评。

“我们园区工会依托社会组
织购买服务， 先后协调有关专家
2000多人次， 这些专家领域涵盖
了心理健康、 技能培训、 摄影摄
像、 文体娱乐、 婚恋交友、 非遗
传承等， 不仅解决了工会组织在
相关领域人才相对不足、 专业相
对不强的问题， 而且极大满足了
园区职工群众的多样化、 深层次
需求。 未来， 在依托社会组织为
职工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上，
我们将继续努力！” 石岩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借助社会力量更好服务职工
———记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工会主席石岩

北京城市副中心自2016年6
月开工以来， 齐冀华一直以 “尽
非常之力、 下非常之功、 使洪荒
之力” 来要求自己。 在副中心建
设期间的两个春节， 为确保工程
不被耽误， 齐冀华坚持坚守在工
地。 连续两年除夕夜， 齐冀华带
着家人在项目部建设现场， 陪着
留守的工人们过除夕夜、 吃年夜
饭。 从业31年， 齐冀华有将近一
半的春节都是在工地上过的。

齐冀华， 现任中建一局二公
司总经理助理， 第十七大项目总
监、党总支书记，通州片区指挥部
总指挥， 中建一局城市副中心指
挥部副总指挥。在同事眼中，齐冀
华总是带着一身正气却看不到一
点官架子。 同事给他贴上了三个
“永远”的标签，在他眼中永远没
有完不成的任务、 永远尊重农民
工朋友、永远把困难留给自己。

在他眼中永远没有
难啃的“硬骨头”

很多工程人把施工难度高、
要求高、 标准高的项目称为 “硬
骨头”。

2009年齐冀华出任北京市重
点工程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工程的
项目经理， 这是一项关乎企业口
碑和品牌命脉的工程。 施工图的
滞后和频繁的设计变更让工程难
度成倍增加， 严格的资金审批程
序导致工程款到位时间一再拖
后， 面临种种困难， 在保竣工誓
师大会上， 项目部和施工队佩戴
上 “决战” 袖标， 破釜沉舟、 背
水一战的气势震撼了甲方。

每天晚上， 齐冀华都要带着
项目部班子成员和工长到工地上
巡视， 排查、 解决现场存在的各
种问题 。 一次巡视中 ,他发现因
为运料人员紧缺， 大批材料堆放
在走廊里影响施工作业。 齐冀华
二话不说， 带头扛起一捆木地板
上了楼。 四层高的楼， 几个项目
班子成员扛着几十斤重的木地

板、 腻子粉上下几十趟， 汗水湿
透衣服和着白灰变成泥巴， 旁边
的工人竟没认出这几个灰头土脸
的 “搬运工” 竟是项目经理。

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工程到
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 齐冀华从
一个窗口工程走向另一个窗口工
程， 相比从前他的管理经验更丰
富了，带队方式更成熟了，品质要
求更高了，唯独没变的就是“遇强
则强、高手过招”的对弈精神。

2016年11月15日， 中建一局
北京城市副中心B1、 B2项目接
到指令要求整体施工要加快， 务
必提前一个月完成钢结构封顶任
务 。 一纸加急令 ， 施工压力骤
增。 重担加身， 齐冀华亲自前往
天津督促加工厂生产钢构件， 在
他的感召下， 加工厂将其他项目
的钢构件全部转移， 将三条流水
线全部投入到中建一局北京城市

副中心项目构件的制作中。
齐冀华说， 一旦承接了项目

任务， 对待甲方， 一定要使命必
达， 一诺千金； 对待分包， 要以
诚相待， 相互尊重； 对待职工，
要以身作则、 提点引导， 那么在
关键时刻 ， 所有人才能并肩作
战。 正是因为这样， 即使面临工
程上的种种困难 ， B1、 B2项目
仍然提前20天顺利实现封顶。

在他眼中农民工的
饮食起居都是大事

和其他项目总监一样， 齐冀
华每天忙于接工程、 保品质、 促
履约； 和其他大项目总监不一样
的是， 齐冀华的心里总是惦记着
农民工朋友。 围棋讲究着眼于全
局， 在齐冀华眼中， 施工的全局
中不仅仅有业主方、 合作方、 员

工， 更重要的就是一线的劳务人
员和农民工， “城市副中心项目
工期紧 、 任务重 ， 工人们很辛
苦， 一定要保证他们吃得饱、 穿
得暖， 工程才能干得好。”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项
目农民工生活区有一个媲美大学
食堂的千人餐厅， 农民工的一日
三餐全在这里， 是生活区的重中
之重。临近新年的一天中午，齐冀
华和下工的农民工一起坐着项目
部班车回到生活区吃饭。 像这样
的情况并不是偶然， 每个月齐冀
华都会和农民工一起吃上几顿
饭， 亲自检查食堂卫生， 感受一
下饭餐的质量。

他和农民工老李一边聊家常
一边排队等打饭。 “老李，最近咱
们进度紧，你们也辛苦了，这顿饭
我请你。 ”说着齐冀华刷了一下他
的“一卡通”，把装好的饭菜递到
老李面前。“咋个好意思嘛！”老李
有些羞涩， 却也知道齐冀华是个
倔脾气，饭是推不掉的。

齐冀华自掏腰包给农民工买
水、 买饭、 买衣服已不是一两次
了 ， 对于有困难的职工和农民
工， 只要齐冀华知道了， 都会全
力相助， 这些事情不大却让农民
工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 坐下吃
饭， 齐冀华和大家一起聊工作，
聊生活 ， 聊孩子 ， 还聊起了梦
想。 自打项目部成立以来， 与工
人 “同吃一锅饭” 已成为了他的
新常态， 更成为中建一局的一段
佳话。 老李已经跟着齐冀华走过
很多项目合作很多年了， 在他心
里， 齐冀华不仅仅是个总包的领
导， 更是一个难得的朋友。

在他眼中学习雷锋
从来不是小事

一次偶然机会， 齐冀华和雷
锋班第17任班长结识， 开始担任
“抚顺雷锋中学校外辅导员”。 此
后便开始在项目上启动学雷锋活
动， 即使工作繁忙， 他也总是会
抽时间去学校看看， 看看他的学

生们、 看看他资助的孩子们。
齐冀华有一个愿望， 有一天

“雷锋精神” 能真正地走进施工
一线， 走进工地， 成为人与人交
往的一种方式。 在齐冀华的带领
下， 项目党员、 青年员工也投身
到雷锋精神的传承中来， 通过捐
款资助、 义务劳动、 义务宣教的
方式， 传递 “雷锋精神”。

据与齐冀华一起奋斗多年的
老同事介绍， 齐冀华为解决项目
青年员工的实际困难， 还曾用公
司给他的奖金， 成立了 “项目互
助基金会 ” 和 “项目救济基金
会”。 他用这些钱帮助项目的困
难员工， 还定期到附近贫困小学
开展慈善事业， 用真心和行动传
承中华民族的美德。

齐冀华是一个有21年党龄的
老党员， 曾被评为北京市国资委
系统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他
身上既有党员原则性的一面， 又
有工作中创新求变的一面。

除了干好工程， 齐冀华更是
用一颗热忱的心， 尽可能地帮助
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广泛开展社
会公益活动。 只要职工有困难，
齐冀华绝对二话不说， 尽可能地
出钱出力。 齐冀华严于律己， 以
身作则， 更愿意帮助、 提携身边
的年轻人成长进步。

为把创建“学习型”团队落到
实处， 齐冀华常带动项目部年轻
人一起读书学习，定期开交流会，
分享读书心得。在别人眼里，齐冀
华不但是敬业的领导， 更是能帮
助自己成长的老师、兄长。

项目上的青年员工都喜欢找
齐冀华聊聊天， 小到工作困惑，
大到安家落户， 和齐冀华可以从
家长里短一直聊到人生哲学。 齐
冀华总是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把
困难留给自己 ， 就好像很多年
了， 他永远把除夕、 中秋的值班
工作安排给自己， 陪着不能回家
的员工和农民工一起过节。 这种
温暖的力量， 不仅推动了需要帮
助的人前行， 更让齐冀华释放出
一种特有的魅力和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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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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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建一局城市副中心指挥部副总指挥齐冀华
用匠心打造副中心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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