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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7点半， 项目部食堂刚
开门， “绳大爷” 第一个就来吃
饭了。 这时候， 他已经在项目上
转了一大圈儿， 将一天的工作安
排得妥妥当当。

“绳大爷”全名绳启元，是北
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绍兴地铁
一号线项目现场负责人。58岁的
绳启元在施工一线负责现场协调
安排已经32年， 由于他的工作年
头比项目部许多职工年龄还大，
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 “绳
大 爷 ”， 工地上也 有 了 一 句 俗
语———“有了‘绳大爷’，万事咱不
愁”。

“除了睡觉都在工地”

绍兴地铁一号线项目位于绍
兴市城南， 地下水丰富， 工程地
质条件复杂。 既有江浙地区典型
的软土地质， 又有岩溶强发育地
质， 且盾构还要穿越较硬的中风
化粉砂岩层， 这种由极软过渡到
较硬， 中间部分区域又遍布溶洞
的地质条件极大地考验着工程建
设者的智慧。

“今年绍兴要参与花园城市
评审， 项目的土方开挖工作必须
考虑得更加细致周全。 为绍兴增
光添彩 ， 咱北京人得有里有面
儿。” 绳启元笑着说道。 作为工
程的现场负责人， 从项目开工到
结束， 绳启元要推进工程的每一
个环节， 去解决从早到晚每一天
都有可能遇到的新情况。

绳启元干工程走南闯北， 可
以说是经验丰富， 解决这些困难
自不在话下。 第二天的活儿， 他
一定会在头天晚上把工作周周到
到地安排好 ， 不放过每一个细
节。 遇到临时性工作， 还要结合
现场情况赶紧进行安排， 保证工
序衔接顺畅， 不浪费时间、 材料
和人力。 到了第二天早上， 绳启
元会第一个到施工现场， 从头到
尾仔仔细细把头天安排的工作叮
嘱到位， 跟每一个相关人员沟通
确认， 看到现场井然有序， 才放
心地回项目部吃早饭 。 对他来
说， 这是32年的习惯。

绍兴地铁一号线项目从地层
开挖就由绳启元负责， 通常项目
开工之初， 由于从无到有， 现场

容易混乱。 他会把场地安排好，
确认基坑位置， 调配土方运输。
施工现场到处桩孔， 绍兴的天气
又很潮湿， 一场雨下来现场都是
烂稀泥 。 工人踩着烂稀泥不但
脏， 而且还有掉进桩孔的危险。
绳启元总是盯着现场， 隐患消除
了才肯罢休。 绳启元还要同时监
工， 每天除了睡觉时间， 他都在
工地上盯守。 项目部新人多， 他
安排新人从基础学起， 一点一点
掌握现场负责人的技能。

“现在的孩子学历高， 基础
好， 脑子灵， 学东西快， 再有点
责任心， 好着呢！ 他们上升空间
大。” 绳启元将自己32年的丰富
经验倾囊而授， 他不怕年轻人偷
艺， 就怕他们学不会、 学不好。

绳启元工作较劲， 带徒当然
也不客气， 他可不是和颜悦色的
老师， 谁要是干不好， 当头就是
一顿说， 可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什
么学历， 工作就是不能出差迟，
一次就能让人长记性。 绳启元大
嗓门儿 ， 中气十足 ， 在一层说
话， 三层楼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
楚。 所以他一出现， 就算工作特
别到位， 大家心理紧张程度也会
大幅提升。 倒不是真的害怕， 只
是并没有一官半职的绳启元那股

认真劲儿， 在工作中有种 “不怒
自威 ” 的威慑力 。 这样的绳启
元 ， 带出了企业的副经理 、 书
记、 项目经理……

“哪里苦就去哪里”

绳启元最初在公路局工作，
后来经过一系列政企变更， 到了
现在的单位。 对他来说， 修路架
桥是老本行， 修建轨道交通是近
些年新增项目， 施工构成了他职
业生涯的全部。

“就是干活儿， 到哪儿都是
干活儿 。” 埋头苦干的绳启元 ，
用责任心， 将岗位工作做到一丝
不苟， “首先是企业的员工， 最
简单地说， 要对得起工资， 把活
儿干好。” 但实际上对于绳启元
来说， 干好活儿并不仅仅是对得
起工资这么简单。

2008年汶川地震， 余震未了
之际亟需在京企业赴川援建。 企
业放出了自愿报名通知。 从工地
回来的绳启元一看见通知便第一
个站出来说： “我报吧！” 整个
企业他是第一个报名的， 有了第
一个报名的人， 陆陆续续更多职
工加入了援建队伍。 最终， 这支
灾后第一时间奔赴汶川援建的铁

军， 便由绳启元带队。 事后有同
事问他， 当时怎么想的。 绳启元
说： “我是党员， 我就应该去。”
他也是领导争着抢着想要的职
工。长沙是企业第一个外埠项目，
当时，人生地不熟，项目上又都是
新手，没几个精通施工的人员，总
经理点名让老绳去长沙， 觉得放
个老将心里踏实。 可绳启元当时
所在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放人，说
什么都不愿意放走这么一枚得力
干将，最后，还是总经理胜出。

到长沙后，长沙地下水丰富，
前期拆迁时， 一幢楼不断有地下
水涌出， 四五个水泵同时抽水怎
么都抽不干净。绳启元亲自下坑，
从头到脚都是泥浆， 也测不到水
有多深。 项目经理挠头：“这可咋
弄啊？ ”绳启元说：“别着急，我给
你弄。 ”黑夜连上白天，五十多岁
的绳启元在一个地下室熬了两个
多月，终于把水抽光，可以填土开
挖地铁。 “10个挖机2个泡锤往前，
南方城市老下雨 ， 活儿不好干
啊。 ”回想当初，绳启元好像在讲
别人的故事。

“干到老学到老”

老绳也有没主动报名的项

目。 企业中标的国外项目， 老绳
就没有报名。 在老绳眼里， 国外
项目与国内援建灾区不同： “国
家有难 ， 同胞有难 ， 咱们是党
员， 义不容辞。 国外项目没有什
么救助的需要在里面， 不需要牺
牲奉献， 我就没报名。”

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 国外
项目半年多没有推进， 时间和金
钱都在消耗， 工程却没有进展。
经理从国外打电话回来： “必须
让老绳过来！” 那会儿绳启元在
别的项目上 ， 私下里也有点顾
家， 老妈70多岁， 老婆也不希望
他去异国。 绳启元在项目上干着
活儿， 书记、 工会主席一起去了
他家里， 给老妈做工作。 当时70
多岁老妈说： “得了， 你也是热
心肠， 国家也需要， 去吧！” 就
这样， 一句外语不会的绳启元，
开启了异国 “监工” 之旅。

在国内监工， 绳启元是一把
好手，工人有时候想摞挑子，他就
自己上手开挖掘机，一句“不干都
回去，我全能干”，就把不想好好
干活儿的工人都镇住了。 到了国
外，干活儿的都是外国人，绳启元
不会外语，本事没了用武之地。他
紧急学习， 白天在工地连说带比
划安排施工， 晚上回宿舍找会外
语的同事学， 从最基础的单词学
起， 用最不正确的汉语标注发音
法，一点一点学会了常用句，可以
安排工人干活儿， 也可以跟人讲
价钱，边学边干，最后圆满完成国
外项目的施工任务。

“那您老婆没有意见吗？ ”“没
有！我老婆其实也习惯了，开始肯
定都不理解，得引导，咱既然干上
这个，就得认准这个。当然老婆也
得想办法哄好 ， 让她高高兴兴
的。 ”绳启元总是笑着说。

绳启元高中毕业后参加工
作， 二十多岁入党， 三十几年党
龄， 北京市第一条高速公路京津
塘高速就是他参与完成的。 从他
嘴里，并没有说出过“爱家、爱岗、
爱企、爱国”这样的话，他甚至还
觉得自己不足，他有自己的偶像，
那是焦裕禄。 老绳说： “咱没像
焦裕禄似的， 没人家觉悟高， 但
是， 得向那个方向努力。” 绳启
元总是能用心态阳光、 积极乐观
的态度感染着大家。

“有了‘绳大爷’，万事咱不愁”
———记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二部绍兴地铁一号线项目职工绳启元

□本报记者 马超
王亚君是北京通州区妇幼保

健院儿科医生， 自2020年7月起
挂职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
医院。 在援蒙过程中， 面对当地
儿科医生缺口大、 基础薄弱的问
题， 王亚君发挥专家优势， 不仅
全力守护当地百姓健康， 同时，
通过开展教学的方式推动当地医
教研工作。

2020年9月 ， 王亚君带头的
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三位援蒙医生
通力协作， 携手共同为科右中旗
的孕产妇及新生儿保驾护航， 出
生体重仅1400g、 26周的早产儿
在王亚君的救治后， 顺利转入上

级医院。
2021年1月18日 ， 一位出生

体重达5.8kg合并新生儿低血糖，
出现危险， 王亚君果断决定， 首
次在当地使用新生儿脐静脉置管
术， 并首次置管操作成功完成。
在这一生命通路的保障下， 患儿
血糖逐渐上升至正常， 最终实现
了安全转诊。 由于王亚君的果断
处置， 救了孩子一条命。

由于当地儿科医生缺口大、
基础薄弱很难肩负起教学的重
任。 2021年，王亚君协助科室布置
儿科学授课内容分配备课工作，
并进行医学幻灯片制作及讲课技

巧培训，累计有妇科、产科、儿科
医生10余名骨干医师受益。

自从来到科右中旗后， 王亚
君带头组织4名援蒙北京产儿科
专家发挥团队力量对旗医院产儿
科、120急救医护完成了 “规范化
新生儿窒息复苏” 适宜技术的推
广，累计培训医护人员60余名。他
还为当地带来新生儿吸痰、 新生
儿洗胃、 新生儿窒息复苏三项新
技术。调研撰写5300多字的“科右
中旗人民医院儿科现状调研报
告”，提出十条合理化建议。

在挂职期间， 王亚君还首次
为当地儿科开展PPT教学查房 ，

讲述雾化技术、 哮喘诊治、 低血
糖、 过敏反应及医学幻灯制作等
专题和带动科内医生制作并讲解
幻灯共累计约16学时。

王亚君还通过采取以教带学

模式促进当地医教研工作正循
环 ， 提高临床医师专业理论水
平， 也为这些由只会看病的医生
过渡到还会讲课的医师， 起到桥
梁作用。

北京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王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