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无旁骛，排除万难，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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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王博
北京城建集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项目工程部部长

“能够参与党史馆这样有纪念意
义的重大项目工程建设， 我感觉很自
豪！” 29岁的王博笑着对记者说。

大学学工程管理的王博， 2014年
来到北京城建集团， 他进驻的第一个
项目是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项目。 在这里， 他一待就是4年。
凭借着积极的干劲， 他从造价员、 计
划统计员， 到最后晋升为工程部副部
长。 2018年9月8日， 他进驻党史馆项
目部， 最开始是一名科员， 后来成长
为工程部部长。

基坑挖土和打基础桩施工阶段 ，
都是王博第一次参与， 由于工期紧张，
他一天 16个小时都待在施工现场 。
“基坑内潮气、 湿气都很重， 冬天的时
候， 特别冷， 哪怕穿着军大衣， 戴着
棉手套， 穿着厚厚的棉鞋， 还是能感
觉到逼人的寒气。 尤其是后半夜， 凌
晨12点到早上7点之前 ， 脸 、 耳朵 、
嘴、 手、 脚都感觉冻麻木了， 那几个
月， 我的手和脚都被冻伤。” 王博告诉
记者。

对王博来说， 最重要的是在施工
现场做好协调工作， 在土方开挖的时
候， 他需要保证土方车辆运输是畅通
的， 材料可以顺畅运进来， 人员调配
是合理、 足够的， 还有机械配备是充
分的， 这样才能最大化提升和保证工
程施工的效率。

每天下午他都会组织召开生产例
会， 总结当天的施工情况， 劳务队会
提出遇到的施工难题， 他得第一时间
安排专人去解决。 此外还要部署第二
天的施工内容， 并对施工的计划、 质
量、 安全提出要求…… “我们在地下
施工时人数最多的有3000人， 地上施
工时人数最多的有2000人。 人数最多
的时候， 我一个人要面对三支劳务队
伍 ， 在现场 ， 为了最有效传达消息 ，
我放弃了最方便的微信， 都是直接打
电话， 同样一件事情， 我需要对三个
劳务队长各说一遍， 就是要重复三遍。
比如问问他们施工中有什么困难？ 材
料充足吗？ 人员需不需要调配？ 此外
就是监督各项施工的落实情况， 比如
对方说材料10点到， 那到点了我就得
去现场查看材料是否到位， 还要跟物
资管理处核实材料的调配、 运输情况
等 ， 光电话 ， 每天就要打300多个 。”
王博回忆。

此外在工序的衔接上， 王博也是
费尽心思， 支模件、 绑钢筋、 水电管
线的预留预埋， 这些都要质量部门验
收后， 才能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这些
工序怎样以最快的速度衔接上？ 王博
都会在现场和施工的劳务队伍进行反
复的协商、 协调， 并且及时和计划进
行校对， 合理规划好每一天时间和每
一道工序。 工期紧的时候， 王博每天

的睡眠只有4个小时。
“我马上要进产房了， 你能回来

吗？” 让王博感到很愧疚的是， 他在刚
进党史馆项目的时候， 他的妻子已经
怀有6个月的身孕， 但是他很少有时
间能回去 ， 一直到 201 9年4月27日，
他妻子进产房前给 他 打 了 个 电 话 ，
他才急匆匆赶往医院。 因为妻子是
剖腹产 ， 王博一连在医院待了 6天 ，
“你知道吗 ？ 这6天是这几年里咱俩
待在一起最长的时间。” 妻子的话让
王博感到很愧疚， 第6天妻子出院， 将
妻子和孩子送回家里， 他又赶忙回到
了项目部。

“我也知道妻子委屈， 但是项目
上更需要我！” 回到项目部后， 王博又
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 “在现
场要不断协调各类事情， 也随时会遇
到各类施工难题， 要保证进度， 我们
就得第一时间安排恰当的人去解决施
工难题， 不断推进施工的进程。 不光

是我， 所有项目上的工作人员都是这
样的， 大家在现场， 都是忘我的状态，
心无旁骛， 我们只有一个信念： 排除
万难， 按照节点， 完成施工。” 王博感
慨地说。

2021年5月5日， 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落成揭幕， 当红纱被缓缓揭开，
露出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那十
个大字时 ， 在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 ，
两年多以来的日日夜夜， 每个艰难时
刻， 每个遇到施工难题需要攻克的时
刻， 每个按照节点完成施工进度的时
刻， 那些画面一幅幅在王博脑海里闪
过， 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王博被一种
极大的兴奋和喜悦感所占据， “能够
参与党史馆的建设， 我真的觉得太幸
运了， 太有纪念意义了， 虽然我们付
出了很多， 但是看到落成的庄严大气
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一种自豪
感油然而生， 过往再多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 王博激动地说。

“精品工程就是我们对党的心意”
□本报记者 杨琳琳

钟涛
北京城建集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项目质量总监

“F5层墙体钢筋绑扎检查不到位，
对我自己处罚500元 ， 对赵健成处罚
300元。” 2019年10月13日， 钟涛在质
量部微信群里发出一条 “处罚公告”。
钟涛是北京城建集团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项目质量总监。 土建和结构施
工期间， 他将现场划分成五个区， 质
量部每人都负责一个区的质量管理 ，
若检查出质量问题， 既罚片区负责人，
也自罚， 充分调动每一位质量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项目部独创的 “质
量连带责任制” 彰显着团队打造百年
经典工程的信念和决心。

“一名合格的质量员， 要练就一
双火眼金睛。 工程质量大于天， 不容
许有一点马虎， 现场管理再怎么细都
不为过。” 钟涛严肃地说。 钟涛干质量
管理工作已经20多年了， 施工过程中
各个阶段的关键问题， 他都了然于胸。
为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保证高质量 ，
项目施行了很多举措 ， 如实行质量
“样板制、 挂牌制、 三检制、 封样制、
首段首件验收制 ”， 同时制定并实行
“创奖评优计划、 质量管理办法、 红黄
牌制度管理办法、 月度质量评比实施
细则” 等方案。 而且钟涛还加班加点
完成了近500页的 “质量创优策划 ”，
为高质量完成工程提供的一份保障 。
此外， 善于总结、 创新的钟涛， 还结

合工程的具体情况， 与时俱进地实施
了多种便捷的检查方式和奖惩制度 ，
其中 “质量连带责任制” 就是其中的
一项。 施工过程中， 有惩罚， 也有奖
励， 直到工程圆满竣工， 质量部共6个
人， 只有钟涛一个人没有受到过奖励。

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 是钟涛
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干质量的工
作， 是一个操心的活儿， 需要紧盯每
个细节， 踏踏实实的干。 我一般都会
早点到单位， 捋一捋一天的工作内容，
确定每天工作重点。” 钟涛介绍道。 由
于每天都在施工现场晒 “日光浴”， 钟
涛戏称自己已经晒成了 “非洲人”。 在
钟涛眼里， 干质量工作是人生的一场
修行 ， 对工程要怀揣一份敬畏之心 ，
唯有坚定的信念和吃苦的精神才能坚
持下来。

钟涛深知， 工程体量大， 工期又
紧， 靠现场全程跟踪验收是不现实的。
于是， 在基坑防水施工时， 第一时间
建立微信群， 质量员每验一处防水都
要求全程录像， 将验收视频以及验收
人员、 时间、 班组信息全部实名标注，
发送至工作群中。 “我虽然不能到现
场每个施工点， 但是视频能起到一定
的监督作用， 我也会在吃饭等休息时
间查看视频， 发现问题会及时通知整
改。 这种方式同时也加强了大家之间

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钟涛说。
对重大或关键工序的施工除了要

有具体的方案外， 更要有创新。 在施
工过程中， 项目及时组织相关人员根
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创优方案并对关键
施工节点组织创优讨论。 混凝土浇筑
时 ， 寻找定型模板厂家 “量身定做 ”
定型柱箍 、 定型圆柱模板 、 “方圆 ”
定型龙骨紧固件， 采用新材料、 新工
艺提高质量稳定性， 减少人为因素确
保精度； 同时对每一道拼缝进行100%
检查，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 最终项目
部打磨出内坚外美的混凝土观感质量，
混凝土柱更是不是清水柱却打出了清
水柱的高品质。 幕墙石材安装时， 每
一块石材后面都标有安装时间、 劳务
队、 安装人员等信息， 让石材安装具
有可追溯性， 从而增强了安装人员质
量意识和安装精度。 过程的精准把控，
才能成就精品工程。

直到项目竣工， 并获得了业内最

高奖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钟
涛紧绷的心弦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儿 。
“除了鲁班奖， 我们这个项目还荣获了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质奖、 北京市建
筑长城杯金质奖 、 中国钢结构金奖 、
全国QC成果一等奖一项等质量方面的
荣誉， 业内专家和领导都给予了高度
评价， 这一刻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钟涛自豪地说。

党史馆施工中的工作证， 钟涛一
直珍藏着。“每每看到这张工作证，施工
的场景就历历在目，想起兄弟们一起拼
搏的日子。 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虽
然我们质量部的六个人来自不同的项
目，但大家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钟涛
说。2021年5月5日， 党史馆项目正式竣
工， 5月6日， 钟涛就已经来到了位于
雄安的施工现场， “我就是一名普通
的建设者， 不在施工现场， 就在奔赴
施工现场的路上。 党史馆这样的高质
量精品工程， 就是我们对党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