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安全工作不仅是对自己负
责 ， 也是对他人负责 ,更是对社
会负责的好事。 安全工作只有进
行时， 没有完成时。” 这句话早
已深深植入张红杰的内心。

张红杰是顺义区应急管理局
基础科科员， 从事应急工作5年
来， 他潜心钻研业务知识， 不仅
考取了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
全评价师、 北京市安全生产培训
教师等资格证书 ， 同时荣获了
“北 京 市 安 全 生 产 技 术 能 手 ”
“北京市安全百家谈十大金牌讲
师” “顺义区消防安全工作先进
个人” 等荣誉称号。

“安全工作意义重大， 我必
须要以求真务实为态度， 以优化
服务为目的 ， 以提质增效为责
任， 积极推进安全监管工作持续
高效开展。” 张红杰说。

勤学善思
做安全工作的明白人

5年来， 张红杰被企业存在
的各种安全管理问题以及大大小
小的生产安全事故深深触动了，
他深刻体会到更好地完成本职工
作 、 更好地发现和解决安全问
题、 更好地改善安全条件的重要
意义。

张红杰明白， 打铁还需自身
硬。 因此， 无论酷暑严寒， 他都
坚持学习安全工程和安全评价知
识， 几乎天天学到后半夜。

“张哥，看你黑眼圈儿都出来
了，最近又熬夜学习了吧 。”同事
们 经 常 这 样 对 他 说 ， “看 你 年
纪 也 不 小 了 ， 把 午 休 都 放 弃
了 ， 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学习 ，
你 就 是 干 一 行 、爱 一 行 、精 一
行的典范。”

凭借着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
对安全知识的渴求， 张红杰在入
职不满一年的情况下， 接连考取
了北京市助理注册安全工程师、
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和国家注册
安全评价师等资格证书。 也正是
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 让他成功

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在企
业查找安全问题迅速精准。

2018年初 ， 他被推荐参加
北 京 市 安 全 生 产 培 训 教 师 培
养 计 划 。 然 而 ， 对 于 没 有 任
何 讲 台 经 历 的 他 而 言 可 是 个
大难题 。

张红杰开始夜以继日自学各
种授课技巧和PPT制作知识， 还
把爱人和孩子当听众 ， 勤加练
习。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经过周
密细致的准备， 历经残酷的淘汰
赛后， 最终脱颖而出， 成为一名
安全生产培训教师， 并在市局组
织的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大培训
工作中授课， 也正式开启了言传
身教生涯。 此后， 张红杰经常受
邀对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安
全监管干部进行业务指导， 使更
多的安全人受益。

同年， 在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职业技能竞赛安全生产培训
讲师比赛中， 张红杰荣获了包括
“安 全 百 家 谈 十 大 金 牌 讲 师 ”
“优秀课件设计三等奖” “北京
市安全生产技术能手” 在内的多
项荣誉。

多年的付出与努力， 多年的
实战历练， 使他迅速成长为安全
工作的明白人， 在自身业务水平
不断提高的同时， 也在积极分享
着他的专业知识， 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周围的人。

敢于担当
做无私奉献的“铁人”

“这些企业的背后是数以万
计的努力打拼的劳动者， 是成千
上万个家庭的顶梁柱， 作为他们
的守护者， 保一方水土平安既是
我的职责更是使命， 我时刻都能
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
入职初期， 张红杰所在辖区内的
生产经营企业有4000家， 分布在
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为了保驾护航辖区安全，张
红杰工作起来 “五加二 ”“白加
黑”，甚至几天不回家都是常有的
事儿，起早贪黑更是家常便饭。逢
年过节都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他
却主动停休坚守在一线， 穿梭于
辖区加油站、人密场所、涉危企业
等地， 错过了很多与家人相聚的
幸福时光。

每逢重大活动更是昼夜奋
战，特别是“世锦赛”和“9·3阅兵”
期间，他依然坚守岗位，主动请缨
停休近3个月。甚至在孩子高烧不
退时，也没能陪伴在身边，更不曾
照顾年迈又身患重疾生活不能自
理的父亲。即使父亲住院期间，他
也没有照顾在病榻前。

白天，他走街串巷巡查，皮肤
晒得越来越黑了， 甚至出现了晒
斑。夜里，他抽查重点企业，肚子

经常挨饿，身体偶尔也不听使唤，
但是他却一笑了之， 继续履行他
的职责、践行他的使命。

结束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 往往
已是深夜。 看到早已熟睡的老婆
孩子，他又喜又忧，喜的是看到了
家人甜甜地进入梦乡， 忧的是心
里有说不出的对家人的愧疚。

“对于孩子，我不是好爸爸。
对于爱人，我不是好伴侣。对于父
母， 我更不是好儿子。 但对于工
作，我问心无愧！”张红杰说，自己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对得起自己
的责任，对得起自己的使命。

“我放弃与家人的幸福时光，
换来的是更多企业的平安， 是更
多家庭的团聚， 是更多百姓的欢
愉， 是更加稳定的安全形势。”对
于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 张红杰
心里非常清楚。

2019年是大事多、 喜事多的
一年， 各种大型活动保障接二连
三，工作任务繁重。他更是经常顾
不上吃饭， 组织召开各种业务会
议，制定风险评估方案，拟定隐患
排查计划，梳理辖区风险源清单，
监督企业消除违法行为、 整改安
全隐患等。

即使在右耳耳鸣， 甚至影响
睡眠时，张红杰也仍然坚持工作，
同事们都劝他先去医院看病，但
他不顾一切投身工作中。 直到病
发2周后， 几乎听不清声音了，才
在一次培训午间休息时， 抽时间
去医院做了检查。

爱岗敬业
做别人眼中的操心人

同事们都说， 张红杰责任心
很强，只要是安全的事儿，无论是
否与自己有关，无论何时何地，他
都要管。

一天， 张红杰正在企业例行
检查时， 远远看到天空中浓烟滚
滚，不时弥漫着烧焦的胶皮味道。
他迅速赶往出事地点， 同时拨打
消防中队电话报告火情。 到达事

发地后，张红杰迅速打开后备箱，
取出灭火器和铁锹， 一面疏散周
围群众，一面联系辖区政府，一面
参与现场施救。很快，辖区政府工
作人员和消防人员都赶到了现
场，在大家共同协作下，大火很快
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面对辖区政府工作人员真诚
的感谢和赞誉， 张红杰也只是轻
描淡写的几句：“安全的事儿，都
是咱们大家伙儿的事儿， 谁遇上
都会这么做的。”

生活中， 当他遇到各种可能
存在事故风险的状况时， 也会不
厌其烦地“管闲事儿”。

一次， 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距
离加油站很近的一片空场地有几
个年轻人正在烧烤，见此情景，他
立即上前劝阻。

“你有毛病吧？”“跟你有关系
吗？” ……面对冷嘲热讽甚至威
胁，张红杰始终报以微笑，真诚劝
导。在他一再的坚持、说明利害关
系后，几个年轻人最终离开了。他
担心火种复燃，在清理好现场、确
认无误后，才如释重负地回家。

还有一次，就在自家小区里，
他看见几名工人正准备下污水
井， 井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和警示标识， 工人也没有佩戴劳
动防护用品。 张红杰意识到事态
的严重性，立即上前阻止。起初，
负责人不以为然， 甚至扬言耽误
工程进度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他承
担。而张红杰不急不躁，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耐心，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制止了违规行为 。
临走前 ， 他还告诉负责人有限
空 间 作 业 教 育 培 训 地 址 和 联
系 方 式 。几 天 后 ，他 接 到 了 负
责人打来的电话，说自己正在接
受教育培训，通过学习事故案例，
终于理解了有限空间作业的危险
性，感谢他当初的阻止。

“我这样做可能不被人理解，
甚至被人误解， 难免面对各种阻
挠和冷嘲热讽。” 张红杰笑着说，“但
是没关系，只要以微笑面对，耐心
讲解，真诚劝导，我就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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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管管““闲闲事事””的的金金牌牌讲讲师师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塔吊匠人沈宏志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魏冰洁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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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应急管理局基础科科员张红杰

随着北京疫情的平稳， 复工
复产不断加速， 北京的重点项目
建设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中 。 昨
天 下 午 ， 记 者 走 进 北 京 城 建
五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机 械 物
资 分 公 司 ， 经 理 沈 宏 志 刚 与
一 家 公 司 负 责 人 接 洽 完 。 塔
吊定位选型 、 基础制作形式 、
群塔施工作业 、 高压线防护等，
沈宏志为项目 “把脉”， 给出了
专业的建议。

沈宏志1998年从青岛建筑工
程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城建五建
设集团工作。 虽算是科班出身，
但上学时接触的都是书本的知
识， 参加工作后， 他才开始与这
“铁塔巨人” 亲密接触。

要做好塔吊工作首先能吃
苦， 沈宏志下工地参加组装班作
业， 搬方木、 支吊车、 挂索绳、

拧卡环、 抡大锤 ......并向有经验
的师傅请教， 几个月下来， 他对
塔吊构造、 性能参数已经烂熟于
心。 从此， 他更是整日与塔吊为
伴 ， 从 控 制 原 理 、 控 制 曲 线
到故障排查处理逐渐了然于胸，
一步步成长为摩天大楼的塔吊安
拆专家。

入塔吊行当22年来， 他参与
了上百项工程建设 ， 首都机场
T3航站楼 、 国家体育馆 、 国家
博物馆、 冬奥会高山滑雪工程、
香山革命纪念馆等重点工程都不
乏他的身影。

说起印象较深的一次 ， 是
2005年T3航站楼项目的拆塔。 塔
吊拆除时， 一般用中塔拆除大塔
吊， 再用小塔吊拆除中塔吊， 最
后剩下的小塔吊就非常容易解决
了。 但此项目中， 塔吊位于已施

工完毕的结构中心， 常规拆塔方
案无法实施。 沈宏志通过查看现
场图纸， 测量塔吊距结构距离，
了解塔吊部件重量等， 在电脑上
通过三维动画反复模拟拆除过
程， 与安全人员沟通、 论证， 最
终确定了用800吨履带吊拆除方
案。 当天， 经过大手术后的老父
亲准备出院回家， 沈宏志都来不
及为他办理出院手续， 一直奋战
在工地现场， 亲自指挥， 直到塔
吊顺利退场。

承办奥运会是国家实力的象
征， 高山滑雪赛区建设是北京城
建实力的体现， 屹立在小海陀山
上的塔吊则是沈宏志团队实力的
展示。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在
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立塔， 运输
路段不亚于蜀道。 高海拔的深山
区天气多变， 风力大风向不稳，

他多次勘察路线， 并提前上山住
在现场， 克服施工初期无信号、
无食堂、 无卫生间等恶劣条件，
就为掌握气候变化规律。 扫清各
种障碍后， 最终， 塔吊稳稳地屹
立在海陀山上， 为冬奥项目的建
设提供了基础保障。

沈宏志不但精于方案制定、
善于现场指挥， 还擅长解决塔吊
检修保养、 拆装过程中的难题。
有一次塔吊电机端盖怎么也打不
开， 土方法是用锤子敲， 工人使
用沈宏志发明的 “变幅小车电机
盖拆卸工具”， 一个小时就解决
了问题。 另外， 他还研制了钢丝
绳卸力器， 发明了电缆悬挂 （卸
荷） 装置， 对部分塔型的变幅小
车进行了改进等， 这些都在塔吊
行业中广为推广。

随着发展 ， 塔吊设 备 也 日

益 改 进 。 “ 电 路 控 制 现 在 都
智能化了 。 ” 沈宏志直言 “从
未敢放弃过学习 ” ， 挤时间参
加 技 术 研 讨 、 国 标 修 订 、 厂
家 考 察 ， 行 业 期 刊 更 是 他 案
头常备的书籍。

如今， 塔吊伴随他成长20多
个年头了， 他也由技术员走上了
领导岗位， 同时， 成为北京市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 、 分项工程专
家 库 吊 装 及 拆 卸 工 程 专 家 。
丰 富 的 行 业 经 验 招 来 很 多 私
企 向 他 伸 出 橄 榄 枝 ， 但 是 高
薪 并 没 动 摇 他 扎 根 北 京 城 建
的 决 心 。 “ 我 从 小 就 喜 欢 机
械 拆 装 ， 北 京 城 建 为 我 提 供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 让我成长
并施展拳脚。 我只想为祖国的建
筑事业奉献 ， 这已经足够了 。”
沈宏志说。

张红杰(右) 到危险化学储存企业核实企业经营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