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报记者： 为什么您会在业
余时间开始做志愿服务？ 又是怎
么想到将志愿服务的对象定为老
年人的？

刘宝中： 平时我驾驶这条线
路上有不少老年乘客， 他们经常
坐车去买东西、 到医院看病， 或
者去缴费什么的， 在乘车的过程
中， 我常常会看到一些老人腿脚
不方便， 儿女又住的比较远， 想
到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要自己外出
办事 。 我就想能不能在业余时
间， 主动帮助老人做些什么， 以
减轻他们的负担。 对于我们这些
小辈的人来说， 都是些小事， 顺
道就帮助老人们解决困难了。

午报记者： 在开展志愿服务
的过程中， 您会为老人具体做些
什么？

刘宝中： 其实， 做的都是些
小的平常的事情。 比如， 逢年过
节， 我就会带些吃的到这些有需
要的老人家中去看望他们。 老人
要是过生日， 我也会去祝贺。 老
人要是生病了， 我就会尽我所能
去帮老人解难题 。 还有一些老
人 ， 腿脚不方便 ， 家中没有子
女， 我也会帮助他们打扫打扫屋
子， 和老人聊聊家常。 老人有心
事， 遇到生气的事情了， 我也会

帮他们宽心。 其实， 这么多年不
仅仅是和老人处成了家人， 和他
们的子女也成为了家人。 有些老
人的子女住的远， 我这工作线路
离老人近，能搭把手的就搭把手。

午报记者： 这么多年坚持做
志愿服务有哪些收获？ 将来有什
么打算？

刘宝中： 其实， 帮助这些有
需要的老人， 我一直都觉得是我
应该做的事。 比如， 有位独孤老
人， 家中没有子女也没有老伴。
一个人特孤单， 照顾自己也有困
难。 我就会多留意， 及时发现他
有什么需要。 今年入冬前， 我看
到老人脚肿得很厉害， 就给他买
两双棉鞋送去， 老爷子穿上鞋很
激动， 特高兴。 看到老人心里舒
畅， 我心里也就舒服了。 送人玫
瑰， 手有余香。 我帮助老人， 我
也感到特别快乐。

我驾驶公交已经28年 ， 在
313线路上也干了10年， 这些经
常坐车的乘客， 比如北天堂村、
农场家属院的老人， 还有年轻人
都有我的手机号。 他们有需要给
我打电话， 我都会及时帮忙。 我
想我今后会一如既往地安全运
营， 为乘客出行做保障工作。 我
也会继续帮助、 关心这些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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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10年一人坚守一车一线

高轩：创新工法节省工期20天
□本报记者 马超

在新机场基坑建设中， 他创
新工法， 节省工期20天。 他是中
建八局北京新机场停车楼及综合
服务楼工程项目副总工、 团支部
书记高轩。

高轩2015年6月毕业于河北
工程大学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
业， 2015年7月入职中建八局天
津公司， 先后任职中钢天津响螺
湾项目土建工长， 随后来到北京
新机场停车楼及综合服务楼工程
项目工作。

新机场项目基坑开挖阶段，
上千根工程桩刚灌注完毕， 百年
不遇的特大暴雨突袭北京新机
场。 因基坑积水严重， 后续施工
几近 “瘫痪”， 工期延误一个多
月。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情况，作
为王振宇青年创新工作站的主要
带头人， 高轩同项目成员一起以
技术研发、工法创新为先导，组织
开展创新攻关。 在基坑工程中创
新性采用了 “冠梁锚杆一体化施
工技术”“基坑双排桩锚基坑支护

体系施工技术”“全套管跟进预应
力锚杆施工技术” 等一系列关键
施工技术，减少锚杆施工数量，加
快施工进度，节省工期20天。

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工程
所用周转料具达到38400吨 ， 是
一般同体量工程的4倍， 折合成
米可绕赤道半周， 相当于12米半
挂装车排队成列达到50公里， 且

周转料具退场时间仅有35天， 平
均每天需打包整理周转料具1100
吨。 面对压力， 他同王振宇青年
创新工作站成员一起研究出 “超
大体量施工项目周转料具快速退
场创新式管理模式”，摒弃“以包
代管”的方式，创立专业打包新模
式， 建立全过程闭环监管的新流
程， 通过在施工现场内建立物流

中心、 采用专业打包队伍、 研发
广联达电子称重系统及优化周转
料具退料流程等， 实现了周转料
具的快速退场， 保证了工期， 赢
得新机场指挥部的高度赞扬。

根据设计， 不停站高速列车
将以时速250公里从航站楼正下
方穿过， 高轩在工程中创造性地
使用了整块混凝土隔震楼板来抵
消列车穿过产生的震动， 确保安
全； 在综合服务楼部分， 采用防
屈曲支撑钢结构体系， 以屈曲约
束支撑作为 “结构保险丝构件”，
有效避免结构在大震中发生严重
损伤； 深耕安全管理难点， 研发
出 集 智 能 手 环———手 机 智 能
APP———PC端后台管理为一体的
安全管理系统； 自行设计研发生
物降解式可循环卫生间， 达到现
场零污水排放； 在生活区使用模
块化一体式污水处理装置和新工
艺， 实现污水可循环利用。

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团支部书记的高轩，一直奉行“服
务企业生产经营 服务青年成长
成才”的原则，积极组织项目青年

参加团组织的各项工作。 他把建
设“学习型”团队作为目标，定期
邀请青年创新导师举办青创论
坛，每月一讲，通过个性化、系统
性、分享型的讲授，为项目部青年
搭建一个多功能创新学习交流平
台。高轩以青年先锋队、青年文明
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铁军青
年突击队等为载体，积极开展“青
创风暴”五小创新创效活动，鼓励
青年员工开展头脑风暴， 集思广
益搞创新，制定切实可行的“金点
子”实验小改小革，并实施“2+1”
双导师带徒模式，开展“结对子 、
传技艺、帮思想、带作风、促成长”
师徒联创活动。

高轩积极组织参与 “一学一
做、同学同做”“中建蓝 五四红 百
个工地万人爱心公益活动 ”“家
书·温暖的力量”“全国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
地”等10余场大型公益宣传活动，
受到好评。 工作3年多，他积极钻
研技改与创新创效工作， 先后申
报发明专利1项、 实用新型专利8
项、论文3篇、施工工法1项。

车厢成了温馨“四合院”

晓月苑三里公交场站开往大
王庙， 这是北京公交集团客三分
公司24车队313路驾驶员刘宝中
每天驾车运营的路线。 313路公
交车一圈12公里，往返共计18站。
这条线路历来的几任驾驶员，有
北京市劳动模范王传山、 礼仪服
务标兵杜子玉。 10年前，开了21年
车、安全行车近50万公里的“老司
机” 刘宝中从杜子玉手中接棒，
成为313路的第6任司机。

和其他忙碌在岗位上的公交
人不同， 刘宝中工作的线路是北
京公交系统内为数不多的 “一人
一车一线”。 所谓 “一人一车一
线”， 就是指这条从晓月苑三里
公交场站到大王庙公交线路上只
有刘宝中一名驾驶员。 只有在他
偶尔休息时， 才有人临时替班。

313路为定班车， 在去年8月
以前为每天早、 中、 晚各一趟。
这条看似简单的公交线路， 驾驶
起来并不轻松。 每天早上6点半，
刘宝中就会到岗对车辆进行例行
检查。 8点半回班， 11点半又会
再一次出发， 等到下午1点半返
回， 下午4点半又要再出发。 去
年8月， 原来三圈的运营时间表
改为每天六班车。 虽然驾驶的公
交线路特殊， 但是10年中， 刘宝
中一个人风雨无阻、 坚守着这份
寂寞， 用爱心、 善心和细心将小
小的车厢变成一个充满温情的流
动 “四合院”。

工作中， 刘宝中按照规章制
度严格执行， 小小的车厢内时刻
保持整洁卫生。 他把乘客当成自
家人， 为方便乘客， 他准备了爱
心坐垫、 雨伞等用具。 遇到腿脚
不方便的老年乘客， 会主动迎上
前去搀扶上下车； 每到一站， 他
都会提前告知乘客， 防止乘客因

坐过站而耽误时间； 当车辆转弯
遇到减速带时， 他都会提醒大家
扶好、 坐好……正是因为这样耐
心、 细致的服务， 让他成为了老
年乘客心目中的 “拐杖”、 外地
乘客心目中的向导。 让每一位乘
客安全出行、 满意乘车成为他最
大的心愿。

坚守一条线温暖一路人

刘宝中热心公益 、 乐于助
人， 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老人
做志愿者服务。 80多岁的李大爷
家住农场路家属院 ， 患有高血
压、 痛风等多种疾病。 老人唯一

的儿子不幸离世， 瘫痪多年的老
伴也因病去世了。 听闻老人为了
给老伴治病和办理后事， 花去了
家里所有的积蓄， 刘宝中牺牲休
息时间， 主动承担起带老人看病
的重担， 照顾其日常起居， 陪伴
聊天。

家住北天堂村的一位姓连的
老人已经90岁高龄了， 以前经常
乘坐刘宝中驾驶的313路公交车
去医院看病。 每次乘车， 刘宝中
都会搀扶她上下车。 现在， 老人
搬到女儿家里居住， 每个月还要
让孩子们陪她坐两次313路公交
车。 老人说因为她惦记着刘宝中
这个 “大儿子”， 想见见他。 逢

年过节， 刘宝中都会给老人打电
话问候， 或是带着妻儿去看望连
大妈， 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年近80岁的王奶奶， 腿脚不
便 ， 还要照顾年幼的孙子和孙
女。 有一次， 老人的邻居坐车时
聊起这件事 ， 刘宝中便记在心
里。 下班后， 刘宝中去老人家里
留下自己的手机号 。 他告诉老
人， 只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

随时给他打电话。 从此， 为老人
换煤气罐就成了他的 “固定任
务”， 还为老人跑腿拿药、 代购
生活用品， 照顾得十分周到。

“一人一车一线” 听起来是
一段孤寂的旅程， 但刘宝中说他
不孤独也不寂寞。 他说每天那么
多乘客， 像家人一般与他相伴。
谁有了烦心事， 大家相互宽慰、
想想解决办法， 心情就好了。

最 劳动者
寻找

美美

学榜样
我行动

———榜样故事

【对话榜样】

公交驾驶员刘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