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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次回家……大概有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吧。” 他叫
刘文浩， 今年34岁， 北京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
程部副经理。

京奥公司成立之初， 他随前
期团队入住延庆开展冬奥项目的
相关工作 。 项目地处小海陀山
内， 无配套及交通设施。 山上需
工作4小时， 中午也无法下山就
餐 。 他发挥带头作用 ， 不怕吃
苦， 以完成工作目标为使命， 在
公司领导的指导下， 圆满完成雪
务试验、 进场路、 雪道样板段等
工作， 得到奥组委、 国际专家及
区政府的高度认可， 为北控冬奥
项目打响第一枪。

因热爱滑雪主动参
建冬奥工程

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艺术设
计专业的刘文浩其实是个文艺青
年， 他也万万没想到自己怎么就
跨了个大步迈到了建筑行业。

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早
在几年前，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刘
文浩接触到了滑雪， 从此他便喜
欢上了这项运动， 包括这项运动
的一切，就连造雪机的构造、缆车
系统的原理他都自己查资料去了
解，已经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

2013年， 马上步入而立之年
的刘文浩来到北控置业， 正好赶
上APEC峰会雁栖湖国际会都项
目建设， 当时他做的还是 “老本
行” 艺术设计类的工作， 主要负
责 日 出 东 方 凯 宾 斯 基 酒 店 的
精 装 修 。 在2016年北控置业宣
布将承建2022年北京冬奥会延庆
赛区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时， 刘文浩非常激动， 公司领导
找他谈话询问意向， 他的表态很
坚决： “只要项目建设需要， 我
随时待命！”

就这样 ， 带着对冰雪的热
爱， 他来到了这个离 “皇冠上的

明珠” 最近的地方， 凭着自己对
高山滑雪的认识和出色的能力，
担任了工程部副经理一职。 刘文
浩心里也清楚 ， 这是一场 “硬
仗”， 但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准备
好了。 “我们要英勇突击、 开拓
创新、 勇于跨越、 铸造精品、 造
福人民 ！” 7名由 “80后 ” “90
后 ” 组成的刘文浩青年突击队
员 ， 成为冬奥建设工程中完成
急、 难、 险、 重任务的尖兵。

由于冬奥项目的特殊性， 雪
车雪橇中心、 高山滑雪中心并没
有类似项目可进行参考。 工期非
常紧张， 刘文浩就通过自身不断

的摸索与学习， 对各个工程环节
进行认真的研究。 从3月份领导
交办开始， 他和伙伴们一共进行
了不下20次的讨论， 最终形成了
公司的总控计划目标。 总控计划
的顺利实施也为后续工作的快速
开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同时， 他带领各专业工程师
完成高山滑雪中心雪道、 技术道
路、 造雪系统、 索道系统的工程
筹划以及高山滑雪中心冬季施工
计划等工作， 从系统特点、 现场
情况、 施工重点难点分析、 工期
情况、 运输路径、 施工组织、 安
全防火、 生态保护等多方面进行

全部分析， 通过自身对系统的深
入了解以及图纸的完善， 逐步完
善工程筹划， 为2018年大面积开
工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零下30℃条件下依
然施工

此次高山滑雪赛道在我国是
第一次建设， 相较于常规商业雪
场，建设难度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因为高山滑雪赛道垂直落差要在
800米以上，现阶段，建设工地上
坡度最大的地方已经接近70%。

刘文浩一脸严肃地说： “常
规雪场的坡度最大可能也就50%，
70%的坡度很明显带来了一个问
题 ， 那就是机械上山困难。” 其
实， 团队也一直在这一问题上找
解决办法， 比如修建 “之” 字型
便路等。

常规雪场一般是因地制宜，
根据山体自然走向修建赛道， 但
冬奥会作为国际赛事， 对赛道坡
度角度都有一套标准要求， 所以
整体的土方开挖量大了很多， 现
在最大的开挖深度已达到了22
米， 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削去一
个山头来保证雪道的顺利通过，
用刘文浩的话来形容就是 “开山
修雪道”。 并且有的地方机械到
不了， 必须完全靠人工， 就像之
前做防洪处理， 全程都是工人系
上安全带在六七十度的坡上人工
铺设防洪网。

小海坨山最高点海拔 2199
米， 山上整体温度比市区低了接
近10度。 去年冬天， 刘文浩的团
队在山上零下30℃的情况下， 用
了17天的时间做了60米样板段。
因为天气寒冷、 海拔较高， 一些
机械降效明显， 但团队和施工队
伍克服种种困难， 一起加班加点
完成施工， 让国际雪联专家看到
了未来赛道的建设效果， 并得到
了高度认可。

“现在工期是非常紧张的，
2019年底项目要完工， 其实除去

夏季防汛、 冬季设备降效耽误的
时间， 可能真真正正能够施工的
时间也就10个月。” 为了保质保
量完成9000多米的赛道建设， 团
队设置了工程时间节点， 要求必
须保证每个时间节点按时完成，
将每个时间节点都当做最终完工
时间来做。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当
口， 我们立下这一规矩， 就是想
给国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让我
们国家举办的冬奥会在世界体育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刘
文浩的眼里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家近在咫尺却不能
随时回

“孩儿们，北京时间了，以后
见爸爸更难了。 ”今年2月25日，刘
文浩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他仔
细地把54张照片进行了拼接， 组
成了9张配图，照片里全是他的双
胞胎儿子和爱人，唯独没有他。

春节与家人短暂相聚后， 刘
文浩又匆匆赶到了除了家以外的
另一个他热爱的地方———2020年
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高山滑雪项
目赛道的建设现场。

在延庆， 分秒必争， 时间仿
佛手中的流沙， 跑得飞快。 但一
提到家和孩子， 这个34岁的东北
男人却有些沉默，“其实有时候到
了住处也会跟家里视频， 不过没
超过半小时的时候 ，孩子还小 ，
和我说不了几句就跑去玩了。”

刘文浩口中的这个 “住处”，
其实就是村里的一处民房， 两间
面积不大的卧室加一个小院。 当
时选择这个地方也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 公司和小海坨山相距二十
多公里， 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常要
两头跑， 不是在公司开会就是在
施工现场指挥调度，“我看了看地
图，这个村正好在两头中间位置，
当时我就决定，就住这儿了。 ”

如今， 刘文浩依然奋战在冬
奥工程现场。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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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控冬奥工程建设者刘文浩
用心打造现实版“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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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韩文杰

10米车厢的奉献

他是一名平凡的公交驾驶
员， 18年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公
交运营一线上， 默默地将自己的
青 春 奉 献 给 公 交 事 业 。 他 曾
多 次 受到北京公交集团和客八
分公司的嘉奖， 连续多年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先进生产者”
“安全行车优秀驾驶员”， 并荣膺
公交劳动奖章和首都劳动奖章。
他就是北京公交929路驾驶员安
德琪。

929路多为山区路段， 坡陡、
弯急 、 路窄 ， 在这样的公路行
车 ， 既辛苦又危险 。 安德琪常
说 ： “几十条人命掌握在我手
里， 我就要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负责， 责任重于泰山呀！” 正
因为他具有这种工作谨慎的态
度， 直到现在从未发生过一起交
通事故， 而他也创下了安全行驶

53万余公里的良好业绩。 面对荣
誉， 他并没有满足， 总是不断学
习， 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
技术水平， 并总结出一套适合山
区路段的特殊天气安全行车方

法， 在全车队范围内推广。
安德琪和蔼的态度、 真诚的

服务， 让每一位乘客感到宾至如
归。 “上车道 ‘你好’， 下车说
‘再见’”， 这是乘客对他的描述。

对待特殊乘客， 他做到的不仅仅
是尊重， 更有行动上的帮助， 扶
老携幼等举动得到乘客各种形
式 的 表扬 ， 他的行为同样得到
了山区乘客的尊重。

有一年寒冬， 安德琪驾驶的
车辆在运营途中出现故障， 由于
等待救援时间较长， 为了让乘客
早些回家， 他根据技术专业指点
和以往经验相结合 尝 试 作 业 ，
在 寒 风 中 坚 持 作 业 很长时间 ，
他的左耳在那天被冻伤。 车上乘
客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家住附
近的一位乘客从家中端出热水和
热腾腾的饭菜让他充饥。

安德琪的奉献， 不止停留在
10米车厢内， 他说， “让更多的
人享受更好的公共出行服务” 绝
不是一句空话。 多年来， 不论严
寒酷暑， 他总是抽出休息时间组
织运营班组成员义务到客流集中
的站台服务， 展现了一名优秀共
产党员应有的风范。

由于工作时间的特殊性， 家
里的大事小情， 安德琪都无暇顾
及， 可是， 当车队需要加发车次
时， 哪怕是休息时间， 他也要回
车队， 保证运力充足； 当车队需
要宣传员时， 他总是踊跃报名，
努力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 当
车辆出现问题时， 即使他不在公
司， 也会及时赶回来和修理的师
傅一起查看情况，保障行车安全。

安德琪是党小组组长， 是支
部书记的小帮手， 是同事的贴心
人。 除了在日常工作中比其他人
多付出， 他还积极组织本小组党
员开展党内学习和各项活动， 保
证支部的决议和任务的贯彻落
实。 住班点门锁坏了、 空调不工
作了、 同事状态不佳等等， 这些
都逃不出他敏锐的眼睛， 他总能
主动站出来为大家排忧解难。 在
他的引领下， 党小组内党员主动
作为， 攻坚克难， 形成了一名党
员一面旗帜的良好局面。

———记北京公交929路驾驶员安德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