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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他用笔与镜头描绘消防官兵英姿
———记密云消防支队宣传中心战士饶继猛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汤斐/摄

———记中建二局三公司雄安10万亩苗景兼用林建设者白明岩
诠释雄安精神的“大数据达人”

“有人问我 ‘雄安精神’ 是
什么？” “强信念、 讲实干、 重
创新、 勇争先！”

她叫白明岩， 从新闻学专业
大学毕业的她走进工地 ， 不怕
脏、 不怕累， 用相机和笔记录下
一线劳动者最美的笑容 ； 一年
后 ， 雄安建设的号角吹响 ， 她
“弃笔从戎”， 用70万苗木大数据
记录了她最美好的青春足迹， 成
为中建二局三公司雄安10万亩苗
景兼用林建设者。

初生牛犊不怕虎
一脚跨入 “数据组”

2018年3月，毕业不满一年的
白明岩从赤峰中环路项目调往雄
安新区10万亩苗景兼用林第五标
段项目，离开综合办事员的岗位，
担任项目大数据组组长， 主要负
责苗木二维码的数据录入工作。

为了建设数字化智慧城市，
雄安新区小到每颗树苗、 大到各
类建筑， 都通过数据进行管理。
一棵树苗配备一张二维码作为它
的专属 “身份证”， 从苗圃被选
中、 到运送至雄安、 再到种植在
指定区域， 大数据组的任务就是
要在运输之前， 将苗圃信息、 装
车数量 、 车牌号录入到数据库
中 ； 到达雄安后每棵苗木的胸
径、 地径、 冠幅要随种随录； 种
植完成后再使用定位仪精准录入
位置信息。 关于这棵苗木的7条
信息， 就以这样的流程录在这个
二维码里面。

“大数据” 高大上的背后，
是白明岩团队50多个日日夜夜奋
斗的结晶。 她每天带领120名组
员， 在雄安新区广袤的田野上争
分夺秒， 每天行走步数超3万步，
立志要高效率、 高质量地完成了
大数据录入工作， 创下了50天内
完成76.8万棵苗木数据录入工作
的记录。

“感谢雄安这个万物互联感
知技术搭建的智慧之城， 帮我实

现了立志国事 、 不辱使命的愿
望 。 我和团队参与了雄安的建
设， 感受和见证了数字智慧城市
的传奇， 在雄安新区建设、 成长
的过程中， 留下了一些自己的足
迹。” 白明岩说。

攻坚克难保履约
一方有难八方援

3月下旬， 按栽植计划， 五
标段需在3月20日完成34000棵苗
木数据的录入工作， 由于大数据
组的录入人员少， 到3月19日连
三分之一的录入量都没完成， 白
明岩作为大数据组负责人压力巨
大， 倍感焦急。 当她近乎绝望的
时候， 一条短讯让她重新燃起了
希望： “公司机关派70人支援大
数据 ， 半小时到 。” 晚上七点 ，
停在项目不远处的大巴车正好挡
住了最后一抹夕阳， 她说： “支

援队伍向我走来 ， 他们就像天
使， 令人惊喜、 使人心安。”

如何安排这样一批人迅速形
成工地战斗力， 是她需要面对的
第一个难题。 由于是临时支援，
大家对大数据录入没有一点印
象。 白明岩协调物资、 工程等部
门， 对前来支援的同事们进行分
组分队 ， 12人一组 ， 2人一队 ，
每个组配备一位大数据录入的老
手。 为了争分夺秒， 白明岩带领
大家冒雨踏着月色奔向了泥泞的
原野。 她没有让大家直接干活，
首先让很多经验丰富的 “老手
们” 对新人们做示范， 每个环节
都尽量放慢， 保证大家看清楚。
一开始很多 “老手们” 感到非常
不理解， “有那么一两个人示范
下就行了 ， 需要这么多人示范
吗？” “笨手笨脚的， 速度还没
我十分之一快， 工期这么紧， 这
不是耽误事嘛！” 白明岩一脸严

肃， “磨刀不误砍柴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老手

们” 发现 “新手们” 成长得非常
快， 从一开始两人不懂配合， 效
率低下， 到后来的熟能生巧， 争
分夺秒只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
间。 紧张的数据录入工作一直持
续到半夜12点。 第二天早上7点，
数据录入的战役再次打响。 可惜
天公不作美， 淅淅沥沥的小雨下
了一整天， 大家把能找到的衣服
都穿在身上， 雨滴打落在脸上，
寒冷侵蚀着身体 ， 但没有人退
缩， 白明岩指挥着这支庞大的队
伍 ， 输伴着雨水再一次发起冲
锋。 在1.1万亩的作业场上200人
有序操作， 无论是人员的实时调
配， 还是各个块区的录入进度，
她都装进了心里的那张 “三维
图”， 不曾浪费一点一滴。 “下
午6点， 数据跳过34000， 那一刻
我热泪盈眶 ， 这一仗我们打赢
了。” 说到这里时， 她的心情依
旧久久不能平息。

面对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
战， 她感受到了中国建筑集体力
量的强大， 国家大事面前的企业
担当情怀， 这让她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雄安的原野记下了泥泞中
的一串串脚印， 也记下了她在青
春中奋斗的脚印， 那更是她与雄
安新区共同成长的脚印。

技术创新有活力
争先创优好青年

后来， 不分昼夜的录入成了
常态， 项目部所有人员都成为大
数据组的后备人员。 4月8日， 雨
夹雪的夜里好像加了静音器， 除
了雨雪碰撞便听不到任何声音。
为了要赶着给组员送去充电宝，
及时补充录入数据的手机电力，
深夜里白明岩独自走在空旷的郊
外 ， 土壤被雨雪侵蚀得异常松
软， 一不留神， 她的手和半条腿
都杵在了泥里， 来不及多耽搁，
她咬着牙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一
路上回想起的是如何提高大数据

的准确率， 从而提高效率。 平常
数据录入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出
现在眼前， 顾不上腿上的疼痛，
送完充电宝后立即回到办公室研
究数据录入的准确度提高方法。
经过反复验证 ， 白明岩推出了
“三查管理法”， 通过实践检验能
够有效提高数据准确率。

4月17日， 项目团队提前13
天完成了全年80%的种植任务 。
4月30日， 春季种植结束， 项目
团队完成了全年100%的种植任
务， 白明岩带领大数据组攻克难
关， 紧跟种植工作的进度， 完成
了录入工作。 项目部在标段评比
中取得了 “争先创优先进单位”，
而白明岩的 “三查管理法” 也因
有效地提高了数据准确率， 得到
上级的认可和全标段的推广。 面
对这些荣誉和认可， 她说： “我
必须要代表五标段的奋斗者感谢
各级领导的帮助， 更要感谢项目
团队的大力支持， 为五标段的年
轻团队树立了大局观， 教会了我
们用奋斗追逐梦想， 用拼搏成就
幸福 ； 是她一直秉持 ‘高于要
求’ 的建设标准， 我们才能在雄
安质量、 雄安速度的大环境中取
得优异的成绩。”

一项项骄人的成绩， 伴着夏
天的骄阳， 落在了中建二局三公
司人的身上。 灿烂的笑容一直映
在白明岩的脸上， 她谈到， 作为
90后， 她感谢这个时代， 是新时
代的国家大事让有志青年加入雄
安建设的大军； 是新时代的千年
大计让青年人有机会体会奋斗的
快乐， 是新时代的数字城市建设
接触让她成为了 “大数据达人”；
是新时代的中建二局让她体会到
了 “雄安精神”， 将青春装点得
如此充实和美丽。

短暂的春季记录了太多的汗
水和黑眼圈， 可是沉淀在雄安大
地上令人难忘的青春足迹， 已经
成为了 “大数据达人” 白明岩的
人生财富。 作为建设雄安新区众
多90后中的一员， 她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 “雄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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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勇士、 橙衣军团……提
起这些词， 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烈
火救援一线的消防官兵。 他选择
走进警营， 却成了一名与相机、
与文字形影不离的 “逆行者 ”，
执笔不辍谱写他人的水火人生。
他就是密云消防支队宣传中心战
士饶继猛。

入伍之初， 饶继猛在基层中
队从事文书工作 。 为了干好工
作， 无论严寒酷暑， 还是白天黑
夜 ， 只要出警 ， 他都出现在现
场， 用相机拍摄记录下官兵一个
个精彩的救援瞬间 。 每次归队
后， 不管人有多疲惫， 哪怕是全
身湿透、 衣服脏透， 他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整理素材 、 撰写稿
件， 及时传送给新闻媒体。

最初， 饶继猛投出的稿件常
常石沉大海。 文字不够饱满、 画
面感不够强、 人物细节不够感人
……没有经过历练的他， 写出的
稿件还比较生涩。 他开始努力学
习提高写作水平， 先后购买新闻
写作、 摄影构图等书籍20余本。
经过探索与实践， 他在宣传工作
中逐渐找准了门道， 从报刊发表
的 “豆腐块” 到长篇报道， 从区

级、 市级到中央级， 他逐渐从一
个 “门外汉” 转变成 “小行家”。

2016年， 饶继猛开始从事支
队宣传工作， 更是激励着他不忘
初心， 继续努力做好密云消防队

伍形象宣传工作 。 在他的努力
下， 思想教育、 便民服务、 执勤
战备、 火灾防控、 消防宣传等各
方面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
迹纷纷被媒体采用。

在党的十九大消防安保中，
饶继猛策划撰写的 《全力做好每
一次上勤》 《近在咫尺的相思 》
《红门硬汉的侠骨柔情》 《兵头
将尾写忠诚》 《瞭望点上的 “眼
睛”》 《景区平安守护者》 《做
一名合格的监督员》 等坚守岗位
系列人物稿件， 先后在多家报刊
媒体刊登， 帮助读者进一步加深
了对消防工作的了解。 借调机关
两年时间内， 他在总队信息平台
发布稿件近800篇， 先后在各级
媒体报刊上稿300余篇， 其中中
央媒体90余篇， 成了大家眼里公
认的 “笔杆子”。

对工作的大力付出， 挤占了
饶继猛对家人、 爱人的 “亲情时
间”。 刚刚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消防安保， 是首都消
防的一场大战 。 对于他个人而
言 ， 任务也异常艰巨 。 安保期
间， 饶继猛坚决将原定8月举行

的婚礼推迟。 对于未婚妻的默默
支持， 他只能化作不竭的动力，
大力开展队伍形象宣传报道。

为搜集素材， 饶继猛通过电
话、微信采访，穿针引线深入挖掘
队伍中的亮点工作、好人好事，半
月内， 先后撰写各类新闻通稿12
篇， 被媒体发布并转载130余次，
阅读点击总量过百万。同时，为确
保宣传车发挥最大功效， 他随车
深入各个地区开展宣传， 普及消
防安全知识。安保期间，尽管右手
指头发炎肿痛， 他依然用指尖敲
打着键盘，传递身边正能量。

“我也想当一名手握银枪 、
鏖战火场的消防战士， 但是总要
有人记录铁军风采， 记录警营生
活， 并且传播更多的消防知识。”
对于饶继猛来说， 笔和相机就是
他的武器 ， 他将依然以全部的
“战斗” 热情扎根在宣传岗位上，
让笔下的 “红门” 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