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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变了，但敢为人先的劲头没变

高书亮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冬奥项目经理

要凭实力打造“冬奥服务管家”
迈着矫健的步子， 穿着笔挺的西

装， 谈起服务自信得体， 安排工作井
井有条……随着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
近，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冬
奥项目经理高书亮接打的电话越来越
多， 手中的文件越来越厚， 身上的担
子也越来越重。 如果不是他的老同事，
大家压根不知道眼前这个工作起来好
似 “拼命三郎” 的 “服务管家”， 当初
却是首钢炼铁厂一烧结车间原料破碎
班组的一名原料运输工。

“我是2001年入的厂， 到今年整
整二十年了， 工作的地方没变， 可工
作的环境和我自己的巨变， 连我自己
都不敢相信。” 当时， 在年轻的高书亮
眼里， 炉火永不熄灭、 铁水永不 “干
涸” 的首钢就是一个庞大的钢铁世界，
自己和众多生产线上的职工则像一个
个零件， 按部就班地转动， 支撑起钢
铁世界的运转。

随着首钢从山到海的搬迁， 一个
又一个厂房停产， 一批又一批职工转
移、 离厂。 那段记忆在高书亮心中永
远无法磨灭 ， 机器不再轰鸣和运转 ，
炉里不再有熊熊火焰， 他每天在老厂
房里空坐， 眼里满是不舍和迷茫。

2015年， 高书亮转型转岗到首钢
园服公司工作， 第一次开始独立负责
首钢办公厅大院项目。 有着 “笨鸟先
飞” 意识的高书亮， 在工程的施工阶

段便介入其中， 看施工图， 和施工人
员询问结构和功能， 向监理求教相关
业务和知识……正式接 手 项 目 后 ，
“摸着石头过河” 的他更是睡不着觉，
保洁、 客服、 会议服务、 设备的维检
修等工作更是全过程跟进…… “以前
和冷冰冰的设备打交道， 看得见摸得
着， 累的只是身体。 现在做服务工作，
很多工作考验的都是软实力， 身子累，
心和脑子更累。”

2016年， 经过首钢园服公司青干
班培训提升后的高书亮， 来到冬奥项
目客服主管岗位实习锻炼。 新的岗位
焕发出新的活力， 新的机遇迎来新的
挑战。 2018年国家冬训中心运动员进
驻首钢园， 在冬奥物业事业部的支持
下， 高书亮被选派为冬训中心项目经
理， 全面负责冬训中心项目的日常运
营和物业服务工作。 他以 “聚焦服务、
专注品质 、 树立品牌 ” 为主要思路 ，
把高标准、 高水平、 高品质融入服务
的每一个环节， 出色的个人能力和优
秀的团队服务， 大伙儿的工作在中芬
冬季运动年开幕式 、 大陆冰球联赛 、
冰壶世界杯等重要活动及国际赛事中，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

高书亮严谨、 细致的工作作风逐
渐得到了同事的信任和单位的认可 ，
如今， 他作为冬奥项目经理， 已是带
领300人团队的 “服务管家”。

为了让 “服务管家” 这个称号不
含水分、 实至名归， 高书亮操心的事
更多了。 举办一场会议， 他要考虑建
筑风格、 场地功能、 装饰和家具的摆
放效果； 选拔服务人员， 他要重点考
察形象妆容 、 服务意识和基本素质 ；
工作流程上， 无论是数据统计、 保障
方案， 还是服务细节、 应急预案， 都
少不了他的参与和修改。 “要想保证
各项服务不出差错， 必须要超前发现
问题并解决问题。”

虽对工作要求严格， 高书亮在工
作之外却是职工们的贴心人。 “身为
基层管理者， 我做过一线职工， 知道
一线职工需要什么， 在哪些地方需要
帮助。” 在冬奥物业事业部班子的领导
下， 他时常与一线职工谈心聊天， 关
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有问题

全力解决， 有困难尽力帮。” 高书亮还
带领大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帮助
他们树立 “不要怕犯错， 多锻炼、 多
参与” 的工作理念， 让他们自己做方
案 、 互相沟通利弊 、 一起探讨问题 ，
让团队形成了浓厚的学习实践氛围。

“如今， 首钢园已经向全社会敞
开， 这对于我们这些转型的职工来说，
既是机遇 ， 也是挑战 。 ” 高书亮说 ，
“首钢因钢铁产业创造过历史的传奇，
今天又将凭借服务业打造京西的新地
标 。 曾经的工作服变成了西服正装 ，
手中的铁锹大锤变成了话筒和对讲机，
我们的 ‘工匠精神’ 也在因为行业的
转变而悄然转换着内涵 。” 高书亮表
示， 大伙儿现在心气十足， 有充分的
信心完成即将到来的冬奥服务保障任
务。

马东伟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工程主管

“今年９月份正好是我在首钢工作
的第三十年整！”如今的马东伟，身为首
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工程主管。
“运维检修难不倒、 精打细算能省钱、
工程项目不掉链。” 今天的马东伟干工
作已经游刃有余， 但回忆起当初入厂
奋战在一线的日子， 依旧恍如昨天。

1991年， 首钢技校毕业的马东伟
正式来到首钢供应处上岗。 干过电工，
还干过制冷机组运行工， 马东伟有着
丰富的一线经历， 却不愿在原地踏步。
工作以后， 利用工余时间， 马东伟坚
持在岗位上自学理论知识， 还考下了
大专证书 。 那时 ， 他吃住都在单位 。
他在学习过程中意识到， 社会变化日
新月异， 产业改革风起云涌， 自身所
处的钢铁行业 ， 也面临着更新换代 、
提质增效的历史节点 。 马东伟坚信
“机会会给有准备的人”， 立足本职岗
位之余练就一身综合技能， 等待着这
一天的到来。

随着北京冬奥组委进驻首钢园区，
马东伟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
2017年， 为了服务冬奥事业， 首钢进
行内部招聘， 曾从事配电维护工作的
马东伟， 凭借一身综合技能 “脱胎换
骨”， 成功应聘冬奥物业事业部工程部
主管， 成为了一名冬奥服务者。 在日
常管理中， 他发现， 设备哪儿有问题，
修好了就行 ， 但是最难管的还是人 。

“一个团队， 想要让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 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马东伟开始研究团队成员的特点， 了
解他们的问题和需求， 再想办法从哪
里下手解决问题。 是鼓励不够， 奖励
不够， 还是家里有特殊情况？ 马东伟
的观察力、 分析能力、 沟通能力都在
为团队成员 “问需看病” 的过程中不
断增强， 先后为冬训中心项目、 制氧
厂项目、 金安桥项目、 大跳台项目培
养并输送主管级别和各专业人才7人。
除了团结团队成员， 服务客户更是不
能有半点差错。 “以前是修设备， 修
好了能运转， 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是
为客户服务， 你干得再多再好， 只要
客户不满意， 那也是白搭。” 北京冬奥
组委、 国家冬训中心、 入驻园区的众
多商户……马东伟服务这些客户容不
得半点差错， 不能有半点怠慢。 为此，
他带领团队会定期回访客户， 做满意
度调查。 在自我转型过程中，马东伟还
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到未雨
绸缪地预先检测、预先维修，不让客户
出问题的服务方式转变。 直到如今，凡
是他参与过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保障 ，
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 一直保持房屋
完好率99%、 配套设施完好率99%、 零
修/急修及时率99%、 维修合格率99%，
这些都与国优标准同等水平。

“走上新岗位， 我觉得更累了。”

作为项目的工程主管， 马东伟每天都
要在单位工作12个小时左右， 单位就
是自己的第二个家。 预算也是马东伟
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以前在一线干，
从来没考虑过钱的概念， 现在为了节
省开支、 减少浪费， 必须学会精打细
算， 材料消耗、 水质空气检测和运行
维保等费用都要算准。” 针对冬奥办公
区域面积大、 范围广、 单体分散的特
点， 给景观照明开启及关闭造成很大
的难度， 马东伟着手技术革新课题攻
关 ， 带领团队对智能灯控深入研究 、
制定方案 、 实施改造 。 在新岗位上 ，
马东伟练就了打持久战的能力、 灵活
高效的沟通能力、 专业知识的学习能
力和节能降耗的 “理财” 能力。

2021年9月份， 马东伟被抽调到首
钢滑雪大跳台运行团队中负责暖通工

作 。 首钢滑雪大跳台属于新建项目 ，
是冬奥会上亮相使用的场馆设施， 并
将在这里产生四枚金牌。 马东伟深深
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工作绝对不能出
任何问题，“要把未知数转变成定数”。
为此 ， 他准备了不只一份应急预案 ，
隔段时间就做应急演练， 每天在单位
加班加点是常态，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已是习惯。“这还不是最紧张的时候，未
来还有全要素演练， 还有正式的冬奥
会，要有一百个精神头儿， 无差错、 无
失误、 无故障地做好保障工作！”

如今的首钢园，钢厂、高炉和车间
旧貌换新颜，变成了场馆、商户和酒店。
马东伟说， 首钢园的样子变了， 首钢
人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劲头没变， 要
以冬奥服务保障做为乘风破浪的新起
点， 树起一张“首钢服务” 的新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