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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行内零基础 如今项目带头人

王海军是误打误撞进入园林绿化
行业的。 昔日的他曾是白纸一张、基础
为零的资料员， 如今已是业务精湛、驾
轻就熟的项目带头人。现在担任北京盛
世润禾园林科技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部长的王海军， 这些年来走过了一条
“逆袭” 之路。

在大学主修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
业的王海军，初来乍到时，除了杨树、柳
树， 连其他苗木的种类名称都认不全。
但王海军对园林绿化行业有着十足的
兴趣和挑战欲。“比起生硬、见棱见角的
建筑和混凝土， 树木和花草具有生命，
经过养护修剪能够呈现出各式各样的
风格，水景、石头、园林经过精心排列和
装点更能展现出生态协调之美。这种灵
活而充满生机的特点让我这个 ‘小白’
有信心在新行业扎稳脚跟。”王海军说。

王海军从一名资料员做起， 开始
学习使用各类资料软件， 恶补书本知
识， 抓住每一次去现场的机会， 把自
己总结的问题和难点向经验丰富的老
师傅请教。 同时， 有心的他在现场时
刻观察工程的各个流程和细节， 为日
后成为协调管理能力突出的多面手打
下了基础。 回想起做资料员那段岁月，
王海军的印象依旧清晰： “冬季施工
时， 我们站在寒风中量尺寸、 记数据，

手都冻僵了 ， 但能换来今天的自己 ，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业务能力日渐精进的王海军， 开
始独自带队完成各类项目 。 他坦言 ，
想把一个项目做好看似简单， 可很多
工程并非 “绕着自己转”。 一个项目，
现场很多单位同时施工， 会存在大量
的交叉现象， 突然缩短工期、 人手严
重不足等情况随时可能出现。 王海军
曾在一个位于昌平区的项目中， 按照
要求带领十几人的团队， 自己更是亲
自上阵 ， 要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 ，
完成了一千多平方米的铺装工作。

在王海军眼中， 一名合格的项目
带头人需要具备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的大局意识和随机应变、 应急处置能
力。 场地是否协调出来了，种植土是否
填到位了，坑位是否提前挖好了，苗木
的种类、数量是否确定好了，何时安排
进场，栽树、修剪的人员和机械、材料是
否准备好了……这些内容都要在自己
的脑中有一个清晰的架构。 “更重要的
是，这些要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
时刻在改变的。” 王海军说， “你要考
虑到， 如果第二天苗木来不了， 下一
步怎么安排 ， 要提前开挖多少坑位 ，
一批次要进多少棵树 ， 我们的人手 、
坑位能否让这批树到位后马上进行栽

植， 最大限度地保证成活率。”
长时间在一线工地摸爬滚打， 让

王海军练就了洞察问题、 解决问题的
能力。 世园会建设期间， 他在榆树文
化园负责镜水景建设时， 发现设计图
纸中砖模在池壁的内侧， 有着丰富经
验的王海军立即考虑到，吸水能力较强
的砖经过冬天会有冻胀、 冻裂的风险。
经过现场讨论，砖模按照他的建议放在
了池壁外侧。延庆山区多，冬天气温低，
绿化乔木种植是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
进行的。那时，冻土层的深度达到了三
四十公分，人工以及普通的机械已经无
法挖坑，王海军和工人们用钩机等设备
先对冻土进行破碎，才把坑挖好。

王海军在工作中， 最重视理论和
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参加市总工会组
织的 “职工技协杯” 比赛之前， 他一
度认为管理和一线操作是脱离的。 当
他在比赛培训中练习铺砖时， 工人平

时三两锤子就能敲好的砖， 自己怎么
都铺不利索。 两天以后， 王海军的胳
膊都肿了， 效果还是不能达到自己的
预期。 “感觉自己的手很没谱， 不会
用那股劲。 作为管理人员， 你如果在
操作中铺一块砖都发抖， 还谈什么管
理一线工人呢？” 他坦言， “作为管理
人员参加一线操作技能大赛的经历 ，
让我明白了工匠精神的重要性。”

现在， 王海军已经是公司中能够
同时负责多个项目的多面手和骨干人
员， 公司在城市副中心的绿化任务也
都交给了他 。 他在项目间往返不停 ，
人不是在工地， 就是在车里。 “工装
要齐整， 防护要到位， 环保苫盖、 洒
水降尘样样不能少。” 王海军说， 在副
中心进行园林绿化施工， 除了要保证
苗木质量， 还要重视公司和首都园林
绿化行业的形象， 要让园林绿化工作
者成为副中心建设者的亮点。

在通州区西集镇， 北京盛世润禾
园林科技有限公司的苗圃内， 3万多棵
金叶榆、 大果榆、 青檀等榆科树木有
粗有细、 黄绿交织， 被修剪得形态各
异 ， 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勃勃生机 。
在育种的大棚里， 公司副总经理、 苗
圃负责人梁杰蹲在地上仔细地观察着
这些幼小的生命， 详细地记录着他们
的成长轨迹。 未来， 这些种子和幼苗，
将会长出枝干、 绽出鲜叶， 和大棚外
的那些树木一样， 作为乡土树种， 伫
立在北京的公园郊野、 大街小巷的美
丽风景里。

在众多的园林人中， 梁杰和同事
们算是一队坚定的 “另类”。 别人栽植
培育的花木， 多是五彩斑斓、 风格多
样 ， 更不乏新鲜感十足的进口品种 ，
可梁杰和公司同事却唯独对榆科树种
情有独钟 。 榆树作为北京乡土树种 ，
不仅价格低、 养护成本低， 而且更加
适应本地的土壤 、 空气 、 野生植被 、
生态环境。 在梁杰看来， 公司在 “杨、
柳、 榆、 槐、 椿” 等北京乡土树种中
选择榆树 ， 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寓意 ：
榆木可做家具， 榆钱可作食用， 跟北
京人关系更为亲近。

梁杰坦言 ， 大家印象中的榆树 ，

可能只是家榆、 金叶榆等树种， 然而
榆科还包括脱皮榆、 果榆、 青檀等树
种。 这些看起来冷门的榆树品种经过
相应的造型、 嫁接、 修剪等技术， 可
以具备非常高的观赏效果， 一旦规模
化生产， 还能为园林景观装饰提供新
选择。然而，由于大部分苗圃没人种，榆
树大多处于野生状态， 生长在荒山野
岭、高崖深沟中，采集各类榆树种子样
本的过程， 更像是一次次的 “探险”和
“旅行”。 为了让样本更丰富、种类更齐
全，梁杰早已拿出了跬步千里的斗志和
决心。“同样都是大果榆， 因不同海拔、
不同湿度、不同光照等原因，也会产生
不同的家系和单株，所以，我们收集的
种子越全越好，便于我们在观测时归纳
优缺点， 对优良的家系和单株进行选
育，使其遗传特性更加完美。” 梁杰说。

徒步攀登时常有碎石陡坡， 山间
沟壑又常有蛇虫野兽出没， 梁杰和同
事们想要采集树种， 面对的是复杂艰
险的野生环境。 刚开始采集时没经验，
大伙没带吃没带喝， 在山上采了五六
个小时， 加上来回的车程， 回到单位
已是晚上， 他们还要马上将树种分门
别类地摊开、 储存、 阴干。 脱皮榆长
在山沟里， 又高又险， 有时收集种子

还要爬树 。 榆树的种子一旦去早了 ，
种子尚未成熟； 去晚了， 种子会因大
风天气吹得零星无几。 梁杰为了几颗
种子爬过1400多米的山峰， 也因路面
崎岖失足摔倒在荒坡野地， 蚊虫的叮
咬常使皮肤痛痒难耐。 走遍延庆、 平
谷、 门头沟、 房山、 怀柔等地， 梁杰
和同事们收集了将近十万粒种子， 为
后来的选种育种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同科不同属的树木， 育种方式也
有不同。 榆属树种要阴干以后当年播
种， 青檀属的树种则采取低温储藏的
方法刺激种子的发育。 在育种大棚内，
一粒粒种子在土里经过精心的栽培 ，
生长出了青绿色的嫩芽， 像是初生的
小草一样细致的排列在土壤里。 “我
们将从中精挑细选出优良品种进行扩
繁， 还将针对这些树种在一些特性上

的遗传、 变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梁杰说。

苗圃里， 成型的榆树经过园艺师
的修剪， 已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美观形
态。 有的样子像是锦簇的青团， 有的
像是一顶纤薄的金色的伞。 还有一类
具有代表性的嫁接品种， 枝条曼妙低
垂， 叶片黄绿相交， 阳光漫射、微风吹
拂，显得高贵典雅，摇曳生姿。 于是，此
树也被赋予了一个别致的名字———“金
镶玉”。梁杰表示，不了解榆树的人可能
觉得榆树太普通，但自己在采种、育种、
栽植、修剪、 嫁接的过程中， 向这些树
注入了自己的感情， 这些树也陪伴自
己走过了青春年华。 她说： “希望将
来， 北京的大街小巷能遍布各类榆树
的美丽身影， 为首都的园林风景之美
增添一抹新亮色。”

梁杰
北京盛世润禾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不惜千般苦 只为榆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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