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北京住总第二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蝶恋兴园工程项目质检
员王志恒的电脑工作文件夹， 里
面庞大的数据资料足以让人震
惊： 在一级文件夹下面有622个
二级文件， 每一个文件都清楚的
用年月日来命名。 这些是王志恒
自2017年4月27日来到蝶恋兴园
工程项目后， 直至工程顺利通过
竣工验收的622份工作日志。

在蝶恋兴园工程项目质检员
岗位工作的622天里， 王志恒将
每一天的质量验收情况都详细记
录在册。 “将施工现场和内业资
料紧密结合， 这样的检验批资料
简直完美。” 面对同事们的交口
称赞， 王志恒却嘿嘿一笑， 挠着
头说道： “这么捣饬方便准备检
验批资料， 省得到时候抓瞎。”

“老疙瘩” 离家 “去搬砖”

这个1993年出生的辽宁小伙
儿毕业于沈阳大学土木工程系，
专业对口的王志恒一心就想干建
筑。 他出生时， 父母都已是不惑
之年， 这使得童年的王志恒在家
中备受宠爱， 重活儿累活儿从不
叫他干。 可就是这么一个集万千
宠爱于一身的 “老疙瘩” 却一门
心 思 想 要 离 开 家 “去 搬 砖 ” 。
2017年4月， 初到项目部的王志
恒便给同事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 一米九的大高个儿， 一口辽
宁锦州方言， 张口就有浓浓的春

晚小品既视感， 幽默诙谐的语言
风格让这个90后大男孩很快便与
同事们打成一片 。 他在负 责 质
量 检 验 工 作 的 同 时 ， 经 项 目
团 员 青 年 的 一 致 推 选 ， 被 组
织任命为项目团支部组织委员。
2018年底， 项目团支部评选 “优
秀团员青年”， 王志恒以全票通
过成功当选。

一天难得踏实喝上一口水

严冬历夏， 寒来暑往， 施工
现场总能看到王志恒认真工作的
身影。

2018年夏天， 蝶恋兴园工程

二次结构施工如火如荼， 他满头
大汗地拿着盒尺在楼里爬上爬
下。 三伏天里， 17层的建筑好似
一个巨大无比的蒸箱。 王志恒当
时负责3个栋号楼和1个小型公建
的精装修质量验收。 一道道工序
纵横交错， 每一道工序每一步操
作都需要严格的质量验收通过才
能进行下一步， 他就这样每天都
坚持拿小本将现场检查发现的问
题记录下来， 同时用手机留存照
片， 对接劳务队整改， 并注意复
验。 有时候一转现场就是一天，
回到办公室天已擦黑儿， 王志恒
将问题记录和整改情况配以照片
形成工作日志存进电脑， 这才踏

实喝上一口水。
业余时间， 王志恒刻苦学习

专业知识， 一次性顺利通过二级
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 施工图纸
被他翻烂， 项目部主任工办公室
是他每天的 “打卡 ” 地 ,经常能
看到王志恒抱着本图纸找主任工
请教问题 ,向项目部的老同志请
教施工管理经验。 “勤奋好学、
任劳任怨 、 不断创新 、 勇于担
当 ”， 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 。
两年多的锻炼， 王志恒已成为项
目部的技术骨干。

一个人也要像一支队伍

王志恒并不满足于现状 ,他
一直积极上进,力求最好。

2019年3月 ， 项目部开始了
天津宝坻林亭口镇糙甸中学工程
的建设工作 。 尽管工程体量不
大， 但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免拆模
板新技术的应用， 身为质检员的
王志恒也是第一次接触。 为了确
保施工顺利进行， 他与项目主任
工一起潜心研究。 晚上看图集琢
磨规范， 结合现场情况撰写技术
交底， 白天给施工队长和工人进
行现场指导， 从而保证了新技术
在工程上的顺利应用。 2019年9
月， 糙甸中学教学楼新建工程顺
利通过北京住总集团 “装配式免
拆模板体系施工工法” 评审。 专
家组一致表示 ， 该工法技术先
进、 施工绿色安全， 质量可靠，

简化了后期装修工序。 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显著， 具有广泛推广
应用前景。

所有人都清楚， 荣誉的背后
离不开王志恒的艰辛付出。 作为
项目部唯一的一名质检人员， 他
白天奔走在施工现场， 收集照片
素材， 晚上编写整理汇报材料，
跟着PPT一遍遍地仔细检查校对
……借用王志恒喜欢的一首诗来
描述当时的他： “一个人就像一
支队伍， 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招兵买马， 不气馁， 有召唤， 爱
自由。”

战“疫”中的青春担当

2020年， 疫情的发生打乱了
所有人的生活节奏。 在举国抗击
疫情的过程中， 王志恒也在默默
的尽己所能为抗击疫情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力量 。 他积极响应号
召， 投身所在社区值守工作的同
时， 还通过捐款的方式援助抗疫
一线。

当项目需要做复工前期准备
的时候， 王志恒又义无反顾地回
到了当时天津的疫情重点区域宝
坻， 与同事一起肩负起施工现场
的防疫工作。每天早晨六点半，他
便开始进行测温、消毒等工作。在
他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 保证了
项目部复工复产的顺利进行，确
保了宝坻区林亭口镇糙甸中学工
程在今年6月如期达产竣工。

□通讯员 尹雯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王鑫然 赵浩/文 许国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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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先锋

戴伟 (David G. Evans，
英籍)， 男， 1958年6月出生，
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

1996年 ， 他来到中国任
教， 至今已24年。 他经常利
用业余时间做科普讲座， 令
10多万名学生受益。 他用化
学实验点燃了孩子们的科学
梦， 他创办的新媒体号 “戴
博士实验室” 已拥有300多万
名粉丝。

宋婷婷 ， 女 ， 1983年2
月出生，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裁、 扶贫办主任。

2018年，她牵头成立公司
扶贫办。她了解贫困地区人员
需求，探索出“短视频直播扶
贫”新模式。 她向公司建议投
入5亿元公益流量。过去一年，
有664万贫困地区用户通过平
台获得收益。 今年以来，举办
200场线上助农活动， 直播带
货销售额超3亿元。

朱正， 男，1939年3月出
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继续
教育学院教授、教学顾问。

坚守讲台退而不休的他，
陆续编写出 《听说写》 《读
想用》 和 《交际英语》 3本提
高应用能力的教材。 他还心
系贫困地区， 为部分地区的

贫困校编写出示范英语教案
13册、 共75万字， 他连同自
己 的 获 奖 电 脑 一 并 捐 出 。
2014年起 ， 他18次赴河北河
南内蒙古等培训青年师生达
8000余人。

葛逸凡 ， 男 ， 1996年3
月出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硕士研
究生。

大学期间， 他了解到造
血干细胞是根治白血病等病
的主要手段后， 毅然登记为
中华骨髓库成员 。 2018年10
月， 初步配型成功的他顺利
通过二次采血配型， 随后完
成捐献。 受他感召， 更多北
航学子踊跃加入造血干细胞
捐献队伍。

刘宗永 ， 男 ， 1970年5
月出生， 大兴区礼贤镇龙头
村村支部书记。

2016年 ， 他上任后 ， 从
拆除自家 “违建” 做起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 两年后， 村
中道路翻新、雨污分流、天然
气入户。 2019年，龙头村被评
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他
还复活传统工艺、 发展旅游
观光业， 活跃村民文化生活。

（盛丽 整理）

还记得我们一起战 “疫” 的
那些日子吗？ 微信中， 郑毅给陈
思汉发过去的这句话， 将两人的
思绪又拉回到那段非常时期。

窗外夜幕已沉， 办公桌前仍
然灯火通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医 学 集 中 观 察 点 的 信 息 数 据
员郑毅和陈思汉 ， 仍在做着 一
天最后的数据汇总统计报表。

7月1日， 丰台区医保局紧急
抽调郑毅和陈思汉两名职工， 当
天下午， 他两人分别到汇瑞天诚
酒店医学集中观察点和玛雅岛医
学集中观察点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 。 “我是中午12点接到的通
知， 跟父母报备后， 做完工作交
接都快两点了 ， 两点半开培训
会 ， 我就赶紧打车赶去会场 。
然后直接去了观察点， 我到那儿
就 傻 眼 了 ， 其 他 工 作 人 员 都
是 拖 着行李箱去的 ， 我什么也
没拿。” 陈思汉说着说着自己都
笑出了声。

信息数据员主要负责数据收
集整理统计工作， 除此之外， 如
果发现数据对不上， 还要去调查
核实。

“我们观察点有将近200名
被隔离人员， 工作时间没有周六
日之分， 没有上下班概念， 在电
脑桌前一坐就是十七八个小时，
不夸张的说吃饭没点、 早7点晚
到凌晨1点已经是常态， 感觉就
是统计报表制作速成班， 我从小

白到大师只用了5天。” 郑毅感慨
地说。 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凌
晨1点回到房间才有时间回复笔
者微信， 回忆起7月8日的暴雨，
他说 ： “8号那天遇到大暴雨 ，
整个观察点大停电， 我做了5个
小时报表没保存上， 那两天我几
乎是24小时连轴转。” 刚进观察
点， 郑毅心里还是有些紧张， 但
接踵而来的高强度工作， 让他根
本无暇顾及紧张， 全心投入到工
作中。

陈思汉所在的观察点有被隔
离人员130余人， 他说： “我们
回到房间还要洗澡、 洗衣服， 睡
觉基本都是凌晨两三点了。 早上
8点要上报数据， 所以我必须在8
点前起来， 再次核对一遍报表 ，
然后上报。” 当被问到工作中最
难的是什么的时候， 陈思汉告诉
笔者， 是调查核实数据信息。 例
如做个问卷 “是否有车停在新发
地”， 有人填了是， 但核实后发
现该人员以为只要车在新发地有
历 史 停 车 记 录 都 算 。 遇 到 这
种 情 况 ， 陈思汉就耐心的挨个
去解释、 核实， 交接该人员是现
在车停在新发地 ， 还是过往记
录。 逐一核实清楚后再更改问卷
信息， 重新进行数据汇总、 制作
统计报表。 而这样的临时问卷、
报表， 有时可能一天两报、 三报
甚至更多。

虽然， 郑毅和陈思汉接到的

任务是在观察点内工作14天， 但
是两人对于14天工作结束后是否
直接离开， 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怎么说呢， 我这个观察点没有
在进入新的隔离人员， 如果我工
作14天后返回的话， 单位会再派
其他人来接替我， 我觉得反而不
方便， 因为我已经熟悉观察点里
的工作了， 其他人来了就得从头
再学着做。 我所在的观察点再过
一段时间会有大批的隔离人员解
除隔离， 这个时候换人反而不利
于工作顺利开展 。” 陈思汉说 。
郑毅也表示， 观察点里每一个情
景都让人感动， 这成为了他在这
里工作的动力， 让他更坚定工作
的意义和价值

就这样， 两名20出头的小伙
子， 他们很清楚在观察点里工作
的风险和压力， 但依然接下了任
务， 没有一丝退缩， 他们支援观
察点代表丰台医保人， 不能给大
家丢脸。

作为观察点里 的 信 息 员 ，
郑毅和陈思汉是疫情防控的一
个微小缩影， 虽然在 疫 情 下 一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 像他 们 一 样 坚
定地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的
人还有很多很多。 这样一群平凡
的人 ， 在这个不平凡的时 期 相
互鼓励 、 相互支持 ， 用每天繁
忙的工作， 换来了大家的安全与
安心。

郑毅、陈思汉：

我们一起战“疫”的那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