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机械分公司塔吊司机王超

□本报记者 马超

张永：在援疆岁月中挥洒青春汗水

大抵因为长年戴着安全帽从
事户外塔吊作业的缘故， 王超眼
睛以下的皮肤被晒成黝亮的古铜
色， 颧骨处呈现一道清晰的分界
线 。 这位个头儿不高 ， 腼腆爱
笑、 谦和淳朴的小伙子真正被公
司同事所熟知缘于他在职业生涯
的第十三个年头， 捧回了全国吊
装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奖杯。

与塔吊结下了不解之缘

29岁的王超， 出生在河北承
德的一个农村家庭， 父母都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 仅有初中文凭的
他， 16岁便随大人到建筑工地打
零工。 他第一次去工地便深深地
被塔吊这个庞然大物所吸引， 觉
得很神奇， 后来便跟随老师傅学
习塔吊技术， 从此与塔吊结下了
不解之缘。

2012年11月， 王超通过招工
入职北京建工三建公司机械分公
司， 一个低学历的农村娃能进入
三建公司这样的大型国企， 从此
不 再 漂 泊 是 他 这 辈 子 从 未 想
过 的 事情 ， 对于这次机会王超
格外珍惜，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多
学技术。

从那时起 ， 王超吃住在工
地， 早上五点半上班， 白天6小
时换一次班， 下午休息半天接着
上夜班， 不上夜班的时候他就认
真翻阅相关理论书籍， 学操作、
啃理论、 收集资料、 梳理经验 、
推敲内容， 总结自己的塔吊操作
心得， 他时常告诫自己， 一名出
色的塔吊司机必须做到一专多
能。 王超说他平常喜欢多看多问
多琢磨 ， 比如今天吊装时有晃
动， 那么明天就绝不能晃。 这些
年， 他对塔吊倾注了太多感情，
塔吊更像是与他并肩作战的伙
伴 。 “虽然年复一年在户外作

业， 但我并不觉得苦， 每日的收
获与进步让我感到踏实。”

2017年 ， 王超被提拔为工
长， 忙的时候要负责四五个项目
的塔吊管理工作。 但他仍然坚持
不断学习 ， 努力提高自我 。 他
说： “我发现很多东西开始悟不
透了， 个人职业发展也开始走向
瓶颈，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掌握快
速发展的塔吊技术， 才能与时俱
进， 跟得上社会的发展。”

2018年春天， 王超开始在国
家开放大学就读建筑工程管理专

业， 学习内容涵盖建筑构造、 测
量、 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建筑工
程质量检验等等， 他的视野开始
变得更加开阔。

从“第六”到“第一”

2017年， 王超在中国技能大
赛———“中联杯 ” 首届全国工程
建筑行业吊装职业技能竞赛总决
赛中荣获第六名， 成为当时北京
市参赛队伍中唯一一名进入前15
名的选手。 今年10月， 王超再次

代表建工集团参赛， 最终， 他从
来自全国的37支代表队 、 176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 一举获得全国
工程建设行业吊装职业技能第一
名， 并将报请授予 “全国建筑业
职业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

该项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我国塔式起重机行业唯一的国
家级技能竞赛， 分为 “笔试” 和
“实操” 两个环节， 预赛成绩前
30名的选手进入决赛。 一本厚厚
的题集被王超在无数次翻阅下磨
破了书角， 密密麻麻的标注笔记
倾注了不知多少个深夜中的埋头
伏案， 对于每个知识点王超都要
求自己必须学懂弄通 ， 找到依
据， 并主动延伸扩展学习内容。
正是由于前期充分的准备， 王超
在笔试时约半小时左右便提前交
卷， 信心满满地走出了考场。

而后， 王超以预赛第三名的
成绩进入决赛， 决赛环节对竞技
项目的要求时间更短， 精准度更
高———6分钟内完成 “水箱定点
停放 ” “吊物杆道内运行 ” 和
“空中击落障碍物” 三项比赛内
容。 最终， 王超凭借熟练的操作
起 升 、 回 转 和 变 幅 系 统 掌 握
能 力 成为了唯一一名没有超时
的选手。

王超说： “赛前我并没给自
己太大的压力， 能站在这个赛场
上， 都是国内技能过硬的顶尖选
手。 塔吊和汽车一样都有自己的
特性， 比如制动、 减速等车感会
不一样， 预赛时我试车是4号塔，
考试的3号塔， 决赛时试车是1号
塔， 考试的2号塔。 面对影响考
试的诸多外在因素， 想要做到竞
技过程中平稳发挥， 心理素质才
是关键。”

从 “第六 ” 到 “第一 ” 的
超越， 是王超在烈日和汗水中反
复淬炼的结果， 一个人成长的历
程从来都不容易的， 该走的路，
一步都不能少； 该下的功夫， 一

点都不能省。

一定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我在河北农村老家的工地
当塔吊司机时， 亲眼目睹了带我
入行的老师傅在进行塔吊作业时
突发倒塌事故当场死亡， 那个场
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所以这些
年我始终牢记安全责任大于天，
吊装作业来不得半点马虎， 不管
别人说什么， 我说能吊就能吊，
我说不能吊就坚决不能吊，” 王
超语气铿锵， 表情更加坚毅。

十年前发生在王超家乡的那
次安全事故 ， 对于他触动非常
大， 因此， 王超在平凡的 工 作
岗位上 ， 一直信守对每个生命
负责的承诺。 臂杆焊口接口、 销
子索固、 卷扬机刹车制动间歇工
作情况、 安全装置等9大类21项
塔吊每日检查标准， 王超都要一
遍遍地仔细检查， 定要确保万无
一失。 从晋商大厦 、 双清苑小
区到广华新城 ， 从大兴魏善庄
住宅楼、 新馨苑住宅项目到现在
的国家会议中心 （二期） 工程，
王超对待每个项 目 都 一 丝 不
苟 ， 把责任化为一把丈量风险
的标尺。

采访中， 机械分公司的领导
对王超也是赞赏有加， 纷纷表示
王超非常踏实肯干， 他本人并没
有因为全国冠军的头衔而沾沾自
喜， 从湖南比赛回来后的第一时
间就投入到国家会议中心 （二
期） 工程的施工现场上。

回想十余年的职业生涯， 王
超特别感谢公司的培养， 给予他
一个成长的平台。 但这只是他不
断超越自己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
的因素则为， “常年在外没能为
家人分担太多， 没能见证两个孩
子的成长， 作为父亲我很愧疚，
但我一定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
王超对自己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 曹海英 通讯员 刘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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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一年时间匆匆流逝。 漫天
的黄沙， 没有动摇我的意志； 艰
苦的环境 ， 锻造了我援疆的初
心。” 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援疆教
师张永说。

2018年8月 ， 张永带着 “首
善、 实干、 团结、 奉献” 的北京
援疆精神 ， 来到和田县实验中
学， 担任教研室主任职务。

初到和田， 张永通过调研，
发现受援地学校各项教研管理制
度不够完善。 无规矩不成方圆，
因此他决定从教研工作的制度
化 、 标准化和规范化三方面入
手， 先后起草51篇规范性文件、
编发28期公开课简报和22篇教研
活动简报， 为该校教研工作的开
展、 实施和成果应用提供了规范
依据。

“教研工作可以有效提高教

师教育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 是
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取得长足
进步的不竭动力。” 作为教研室
主任 ， 张永在校期间积极组织
“说 课 比 赛 ” “公 开 课 比 赛 ”

“语文素养大赛” 等多项校本教
研活动。

通过教研活动的开展， 教师
们充分感受到参与教研工作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不仅促进了本校

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的提
升， 而且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
提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工作过程中， 张永发现学
校大部分教师对如何开展课题研
究存在很多困惑 。 针对这种情
况， 张永多次抽出时间开办教研
培训课程， 从选题、 实施到成果
展现， 都与教师们进行了详细地
探讨。

受援地教师阿布来提·阿布
力克木表示 ， 经过张永耐心讲
解， 他们的教学科研热情被带动
了起来， 语文、 数学、 物理、 历
史等学科都有了相关研究课题，
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教学质
量， 而且丰富了现代教育技术理
论体系， 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为培养锻炼当地教师队伍，
张永组织了近40节集体公开课。
他说：“和田教育的发展主要还是
靠当地的教育工作者， 培养一支

优秀的教师团队， 是提高和延续
发展教育的重要途径。 ”通过一年
的努力， 受援地教师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教学风格， 在理论水平和
实际应用中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作为一名老师， 能站在台
上给学生们讲课， 是一件很光荣
的事。” 张永除了教研工作， 还
兼顾八年级两个班的物理课。 物
理课上， 张永依据新课改要求，
以培养学生核心素质为根本， 以
实验教学为手段， 充分发挥教师
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昆仑雪山， 大漠绿洲， 瓜
果飘香， 民风淳朴。 可爱的孩子
们不仅尊师好学 ， 而且勤奋刻
苦。 我把青春和热血挥洒在这片
土地上 ， 和田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 张永在日志中写道。 张永
表示， 将一如既往做一个乐于奉
献、 勤于实干的援疆人， 为祖国
边疆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
贡献。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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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六”到“第一”的跨越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