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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余海艳

90后女塔吊司机：要成为最自信的“云端玫瑰”

□本报记者 石海芹

紧盯细节保障冬奥运输服务
“多看一眼 ， 多问一句 ，

多走一步 ， 多帮一把 ”， 时刻
秉承 “四多” 服务理念的朱丹
娜又开始了一天的值乘工作 ，
短短8节车厢， 日行2万步， 是
她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朱丹娜是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客运段京
张高铁车队列车长。 1月21日，
京张高铁冬奥列车开启赛时运
输服务 ， 并成立了京张高铁
“雪之梦 ” 冬奥特色乘务组 。
作为冬奥列车车长， 朱丹娜和
部分 “雪之梦” 成员一起进入
闭环管理， 同时也踏上了精彩
又辛苦的冬奥 “赛道”。

2008年6月， 年仅19岁的朱
丹娜进入铁路工作， 当年举办
北京奥运会时， 她还是个铁路
“小白”。 如今举办北京2022年
冬奥会， 她已从一名懵懂的年
轻列车员成长为一名自信果敢
的列车长。 作为闭环车长， 赛
时， 朱丹娜不仅要为各国旅客
做好服务， 她还要随时盯控好
闭环车厢内乘务员的个人防护
以及车厢消毒等每一个服务细
节， 确保顺利圆满完成冬奥运
输的服务保障。 因此， 朱丹娜
有了 “双面车长 ” 这一称谓 。
因为工作中的她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组员， 要求十分严格， 必
须高标准落实各项作业程序 。
而生活中的她一改工作中严肃
严厉的作风， 关心职工， 力所
能及帮助有困难的职工解决问
题 ， 是职工眼中的知心姐姐 ，
组员习惯称她为 “娜姐”。

在进入闭环服务前， 朱丹
娜接受了两个月的强化训练 ，
站军姿、 学礼仪、 练习外语和
手语等 ， 每天训练 7至 8个小
时。 “我们每一名乘务人员都
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 做好冬
奥列车的每一项服务和疫情防
控工作 ， 为北京冬奥会助力 ，

为中国健儿们加油 ！” 朱丹娜
自信地说。

化好工作妆 ， 盘起头发 ，
朱丹娜给了镜子里的自己一个
自信的微笑。 准备好值乘所需
的防疫备品 ， 口罩 、 护目镜 、
手套……她再次逐一进行检
查 ， 确保防护到位 。 “G8825
次全体人员下站台 。” 朱丹娜
在电台里下了一声指令， “雪
之梦 ” 班组一天的工作开始
了。 她们快速定位备品， 进行
列车出库卫生、 设备设施、 防
疫备品 、 消耗品的定位检查 。
开车前10分钟在车门口处立岗
迎接旅客乘车……

作为一名列车长， 朱丹娜
必须竭尽全力用最好的精神面
貌做好疫情之下的冬奥运输工

作。 但作为一名母亲， 她心中
却有很多愧疚。 每当孩子在视
频里问她什么时候回家时， 她
总是强忍着泪水说 ： “快了 ，
等到春暖花开， 妈妈就回去陪
你 ！” 话音刚落又专心投入到
工作中。

13年的铁路一线工作 ，朱
丹娜已记不清有多少个春节坚
守在岗位上， 她说：“虽然不能
与家人团聚， 但是有同事和旅
客的陪伴并不觉得孤单， 特别
是这次为冬奥助力， 为中国喝
彩，我更是义不容辞！ ”参加北
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让她学到
了许多，也成长了许多，她将服
务于冬奥会的精神继续发扬 ，
带领班组职工， 服务好每一位
乘坐京张高铁的旅客朋友们。

“安全防护用品一定要佩戴
齐全， 上去后检查限位器， 钢丝
绳 ， 金属结构 ， 灭火器 ， 风速
仪， 随时注意设备运行情况， 有
异常立即报告， 还要配合好班组
的生产任务……” 每天早上6时
许， 彭芳玲都会准时到达项目现
场， 接受班前安全教育， 这是每
天的必修课， 也是她成为一名塔
吊司机以来每天都要铭记于心的
行为准则。

结束安全教育后， 彭芳玲开
始沿着塔吊通道爬梯向着操作室
攀爬， “爬塔吊， 手要抓牢， 脚
要踩稳， 格外费力气， 有时候上
机检查， 爬上爬下一趟， 感觉胳
膊、 肩膀都酸痛得不行， 不过也
正是因为天天这样锻炼， 感觉身
体都强壮了许多。” 彭芳玲自我
打趣道。

今年30岁的彭芳玲是中建二
局中航锂电武汉项目施工现场的

一名女塔吊司机， 第一次接触塔
吊时她才19岁， 看着高空那个小
小的驾驶室， 不知何时起， “别
人能开塔吊， 我也可以” 的想法
在她内心萌芽。 2019年， 她仅用

了20天就考下了普通人需要2个
月才能拿下的特殊工种作业证，
正式成为了一名塔吊司机。

“第一次上塔吊时心里还是
很害怕的， 颤颤巍巍爬了好几次

才爬上去 ， 后来就越来越熟练
了。” 彭芳玲总说自己是一个不
够自信的人， 这也是她选择成为
一名塔吊司机的原因， 每天身处
在云端中央， 见证着项目点点滴
滴的变化， 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也逐渐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自信。
“一想到未来武汉的第一个新能
源汽车电池厂有我参与的部分，
心里就特别的满足。” 说到这里，
彭芳玲又开心的笑了起来。

在高空吊送材料时， 操作室
也会随着惯性在高空晃动， 但彭
芳玲十分淡定， 专注于眼前的吊
臂和手中的操作手柄。 在这个专
属她的 “天空之城” 里， 她并不
孤单， 因为还有个 “形影不离”
的塔吊指挥与她隔空对视， 从对
讲机里传出来的一句句问候， 都
是她每天能够战胜恐惧和困难的
“安心剂”。

他们近在咫尺， 每天早晨爬

上驾驶舱， 发出只有双方明白的
讯号问候彼此。 他是她的徒弟，
也是她嘴里的 “孩子爸”。 除了
工作之外， 他还有一个职责就是
陪伴。 每天即便是加班到半夜，
夫妻也一起携手同归， 用这种朴
素的方式， 营造了工地上的浪漫
与爱意。

成为塔吊司机后， 彭芳玲很
少叫苦， 相反， 这个在别人眼里
“既危险又辛苦” 的工作在她眼
里却十分有趣， 随着自己在驾驶
室里的一番操作， 一份份材料被
运送到工人需要的地方， 她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 “空中传送带 ”，
她热爱这份充满挑战性与成就感
的职业。

未来 ， 彭芳玲仍将坚守高
空， 自信而从容地运输着材料，
见证着一座又一座宏伟建筑在自
己脚下拔地而起。 她说， 她要成
为最自信的那朵 “云端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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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列车上的“双面车长”朱丹娜：

漫步首钢园， 尚颖望着滑雪
大跳台、 冬季训练中心， 园区内
的30多条道路， 她是再熟悉不过
了。 自2013年起， 尚颖就带领项
目组开展首钢园的设计工作。 如
今， 经过九个年头的辛苦打拼 ，
她终于在首钢园里圆了自己的冬
奥梦。

尚颖是北京市政路桥集团市
政专业设计院的一名女设计师，
参加工作18年来， 参加、 主持并
审查的重点设计项目共计200余
项， 获得全国行业市政优秀工程
设计奖8项， 北京市优秀工程设
计奖7项， 被北京公路学会评为
第四届 “北京公路优秀工程师”。
一直以来， 她将设计出精品工程
作为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在首钢转型定位和2022年冬
奥会的背景下， 市政专业设计院
承接了首钢北区中西部冬季训练
中心周边道路共计30条路， 全长
16公里， 等级为城市次干路和支
路 ， 直接服务于冬奥组委办公
区、 冬季训练中心、 首钢滑雪大
跳台， 是首钢冬奥市政设施配套
工程。 涉及专业包括： 道路、 交
通、 照明、 景观绿化、 智慧交通
等， 工程总投资6.8个亿。

尚颖带领项目组团队在设计
中充分考虑上位规划， 并结合首

钢用地的特点及人文、 科技、 绿
色的发展理念， 在冬奥大道上设
置了空间一体的多功能城市绿
道， 营造 “城市建在公园里， 城
市无处不公园” 的城市景观。 与
此同时， 依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技术指标
图册， 对无障碍、 梯道、 坡道进
行精细化设计， 满足冬奥场馆使
用需求。

此外， 还充分采用建筑垃圾
作为再生步道砖 、 路面结构基
层、 地基处理， 利用再生资源，
低碳环保， 体现首钢持续性发展
理念。 结合首钢历史文化特点，
设计了一整套特色的井盖、 雨水
箅子、 灯具、 公交站、 并利用废
旧钢管、 管材、 废旧火车头等工
业废旧设施设计独具特点的城市
家具， 与冬奥设施相映成辉。

据了解， 首钢冬奥市政配套
工程设计中融入了多功能绿道、
海绵城市、 资源利用、 独特的城
市家具 ， 是独具历史性 、 创新
性、 代表性的经典工程， 是行业
技术领先的工程典范， 具有较高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这些
工程的圆满落实 ， 对于尚颖来
说 ， 不仅圆了自己一个冬奥之
梦， 在职业生涯中也多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刘秀清

首钢园里圆梦冬奥

彭芳玲夫妻在工地合影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专业设计院设计师尚颖：

彭芳玲爬上塔吊驾驶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