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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越南轻轨项目部项目经理杜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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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杨栩鹏 韩冬野

“守一会儿”病患才踏实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脏外科医生崔晓征：

1 月 13 日 ， 越 南 河 内 吉
灵——河东线轻轨落成， 曾经的
“摩托车王国” 正式迈入了绿色
出行新时代。 鉴于杜彬的突出贡
献，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交通部
向他颁发了 “为越南交通事业发
展特殊贡献奖”。

杜彬是中铁六局海外分公司
物资设备部部长、 越南轻轨项目
部项目经理。 自1998年参加工作
以来，他先后参与承德张双铁路、
西黄线增建二线、北京南站、北京
S2线、京张客专、天津西站、越南
轻轨等国内外重大项目的建设。
他一步一个脚印 ， 从一 名 普通
职工成长 为 优 秀 的 项 目 经 理 ，
练就了过硬的技术能力， 积累了
丰富的海外工程管理经验。

2012年 ， 初到越南轻轨项
目， 身为海外分公司物资部部长
的杜彬深知物资设备系统对整个
项目进度乃至项目盈亏有着重要
影响。 在设备招标期间， 由于人
手缺乏 ， 他主动担当 ， 以身作
则， 组织人员昼夜奋战， 如期完
成了11个专业的 《设备系统技术
规格书》 《越南河内吉灵———河
东线设备系统招标文件》 的编制
工作。 之后， 他又迅速组织设计
院、 项目专业负责人主动寻找业
主可能产生疑问的地方， 大量收
集整理国内多个城市的轻轨、 地
铁建设实例 ， 提前做足功课 。
“我们成功预判了业主90%的问
题， 通过与业主专员和审价人员
细致沟通， 11个专业的技术规格
书全部获批， 不仅赢得了业主的
认可， 更是将设备预算增加3300
万美元， 为提升盈利空间奠定基
础。” 杜彬说。

工程建设的道路向来都是坎

坷曲折。 刚完成设备招标事宜，
机车车辆选型的难题又摆在了杜
彬的面前。 越南河内轻轨是越南
首条轻轨工程， 业主对各项采购
工作慎之又慎。 面对业主迟迟不
能确定机车车辆选型， 杜彬主动
出击， 组织北京地铁装备有限公

司技术人员， 与越南业主就选型
方案问题多次沟通谈判。 对于业
主没有按照国内外通用设计标准
来选择机车车辆的方案， 他组织
技术人员梳理出各种方案的优势
和劣势， 耐心向业主讲解， 仔细
揣摩业主所想， 不断调整谈判策

略。 最终， 机车车辆选型方案既
满足业主和供货商需求， 又节省
了概算投资， 实现了互惠共赢。

“海外奋战10年， 正赶上国
家 ‘一带一路’ 建设大潮， 能将
自己的工作足迹深深地留在越南
轻轨项目， 能为 ‘一带一路’ 贡
献力量 ， 这辈子都觉得光荣 。”
每次谈到海外的成长经历， 杜彬
都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2019年， 根据业主要求， 项
目将进行整体联调联试 。 其中
FAS系统需要400伏低压柜厂家
技术人员配合测试， 但400伏低
压柜2017年已经单项调试完成 ，
技术人员早已回国。 考虑到成本
问题， 厂家迟迟不愿派人到现场
配合联调联试。

联调联试直接影响到全线试
运行， 一刻耽误不得。 杜彬连夜
从河内飞往北京， 第二天一早就
赶到了江苏镇江。 “李总， 你看
我把工期排班表都带来了， 绝对
不浪费你们的人力， 技术人员一
进 场 ， 就 能 立 即 开 始 工 作 。 ”
“轻轨项目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
刻，咱不能因小失大，砸了中国品
牌的牌子呀！ ”杜彬一边耐心为厂
家讲述项目推进方案， 一边从维
护中国品牌形象的高度说服厂
家 。 杜彬的执着与真诚深深打
动了厂家， 技术人员如期到位，
顺利完成了项目联调联试工作。

2020年大年初三， 正值新冠
疫情发生， 杜彬毅然选择逆行而
上， 踏上返回越南河内的路程。
“项目上的兄弟们都等着我开工
呢， 就算有疫情， 最晚明年春节
也就会回来。” 这是出发前他对
家人的承诺， 但自此一去他两年
多没有回国， 也连着两个春节与

家人 “爽约”。
“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 就

想让他们亲眼看看自己建设的工
程 ， 坐一坐亲手建成的越南轻
轨， 毕竟我的 ‘军功章’ 上有他
们的一半。” 谈起对家人的愧疚，
杜彬眼睛有些湿润。 疫情不分国
度， 团结才是力量。 面对越南疫
情反复， 感染人数攀升， 杜彬借
鉴国内疫情防控的做法， 带领项
目职工与河内百姓同心抗疫。

“我们早就把河内百姓当成
了一家人， 共同抗击疫情， 我们
义不容辞！” 杜彬带领项目人员，
主动承担起大型隔离点的建设重
任， 第一时间从国内调运防疫物
资3万余件， 选派5名志愿者助力
中国驻越使馆开展 “春苗行动”，
投入物资、 善款累计金额达30余
万元， 得到当地百姓和中国驻越
使馆的高度赞扬。

工程建设越到最后越艰难。
2021年， 面对业主催促项目抓紧
移交、 但又不按期进行项目结算
的局面， 杜彬带领团队与业主就
验收存在的问题、 结算遇到的困
难、 移交流程的细节、 合同附录
有关部分双方存在的分歧， 召开
了大约120次沟通会， 经过6个月
的长期 “拉锯” 式谈判， 最终成
功签订合同相关附录， 如期完成
款项结算 ， 实现了年度清欠目
标 ， 坚守了合同包干底线 。 此
时， 杜彬的脸上才露出了如释重
负的笑容。

如今， 河内轻轨已成为城市
中一道亮丽风景线， 幸福着河内
广大百姓。 而杜彬又带领他的团
队， 转战项目质保， 他说： “这
是我的责任、 我的使命， 更是我
永远向前的人生……”

3月20日早上8点， 结束了第
4趟转运发热患者的任务， 崔晓
征下班了， 也就此结束了两月余
的120急救中心支援工作。 北京
冬奥会期间，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共计支援北京市急救中心3名医
师、 3名护士。 “我平时和重病
患打交道比较多， 有丰富的急救
经验。” 来自该院心脏外科的崔
晓征在报名时说。

从1月4日进入腊月的第一天
上岗， 到3月20日春暖花开， 崔
晓征直言， 每天都像在拆盲盒，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 、 什么故
事。 在不间断的工作循环里， 每
个 12小 时 的 白 班 或 夜 班 ， 都
让 崔 晓征切身感受到急救系统
同仁的不易， 也时刻体会着人间
冷暖。

春节前， 北京突降大雪， 一
名孤寡老人在路边摔倒， 好心人
协助呼叫了120。 “我到现场时，

老人坐在地上， 衣服有些脏， 头
上磕出了血包。” 未等问诊， 崔
晓征先把自己的棉服脱下给老人
穿上， 随后为老人检查伤情， 确
认无大碍， 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包
扎。 然而接下来的情形难住了崔
晓征， 因为老人一个人住坚持不
去医院。 最终通过警察的帮助联
系到社区工作人员。

在等待社区工作人员的过程
中 ， 崔晓征把老人请上了急救
车， 天逐渐黑了下来， 已经出车
10个小时的崔晓征饥肠辘辘， 从
路边摊买了两份煎饼， 和老人一
起吃了起来。 在社区人员的指引
下 ， 最终崔晓征护送老人回了
家， 老旧楼房没有电梯， 考虑老
人刚刚滑倒 ， 为了避免意外发
生 ， 他 又 将 老 人 背 上 了 4楼 。
“不为别的， 图个心里踏实。” 崔
晓征说。

在北京急救中心支援期间，

崔晓征带领的车组无逾时， 无投
诉， 救治急重症患者上百人。

3月9日， 支援尚未结束， 崔
晓征趁着休息时间回到了单位，
一 位 风 湿 性 心 脏 病 术 后 患 者
正在等待着他行二次开胸手术。
患者在外院做过二、 三尖瓣成形
和 主 动 脉 瓣 机 械 瓣 置 换 ， 但
术后不久就出现了溶血性贫血，
血色素一度掉到了6g以下， 考虑
是成形后二尖瓣导致的机械性破
坏。

当天早上10点开台， 因二次
手术缘故， 术式上需要避开第一
次常规的正中开刀口 ， 经股动
脉、 股静脉插管。 术中组织分离
不清晰， 出血、 渗血多， 崔晓征
一直奋战到下午5点半才结束了
手术。 术后患者被送往重症监护
室， 崔晓征也跟着来到了病房，
“患者术后的引流量仍然比较大，
早期风险比较大， 我守一会儿。”

崔 晓 征 说 。 这 一 守 就 到 了 晚
上 12点 ， 患者体征稳定了 ， 他
才回到值班室休息。 第二天还有
急救中心的白班在等待着他。

其实， “守一会儿” 早已成
为了崔晓征的一个习惯， 由他执
行的开胸大手术， 术后他都会在
重症监护室里监测一下患者的生
命体征、 检查化验各项指标， 以
便于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而即使

是回值班室休息 ， 凌晨3点和6
点 ， 他的生物钟也会按时把他
“叫醒 ” ———那是出 “血气 ” 报
告的时间点， 在手机上看一眼重
症监护室同仁发来的数值， 才能
踏实下来继续睡觉。

3月20日结束了支援任务，第
二天， 清华长庚的同仁们已在院
内碰见了来上班的崔晓征，“好几
个老患者在等着我。 ”他说。

助“摩托车王国”迈入绿色出行新时代

崔晓征医师（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