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殡仪工作， 令人敬佩的
同时也会让人心生畏惧， 然而有
的人却一干就是20余年， 她就是
北京市潮白陵园业务组组长马洪
波。 凭借对这个特殊行业的热爱
和执着追求， 让她在平凡的岗位
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2000年， 刚毕业的马洪波来
到北京市潮白陵园工作， 当时看
来，这还是一份“晦气”的工作，面
对家人不理解、 亲戚不支持的情
况，她仍然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
上了殡葬服务工作岗位。

从一名初入社会的学生到殡
葬服务工作者， 角色的变化带来
的是人生挑战， 需要克服心理上

的恐惧。 慢慢地她发现， 陵园不
是一个冷冰冰的空间， 而是一个
充满温情的地方， 她开始逐渐适
应并喜爱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当
再有人劝她改行时， 她总是笑着
说： “三百六十行， 工作总要有
人做， 我愿意为他人的最后一程
服务。”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磨练， 马
洪波已经成长为潮白陵园的全能
骨干。工作出色的她，也被任命为
潮白陵园业务组组长。 她视逝者
家属为亲人，以自己热忱、贴心的
服务为家属带来慰藉。

虽然是服务窗口， 但马洪波
处处以身作则 ， 并带领职工热

情、 耐心地对待每一位家属。 她
还建立了班组学习制度， 以 “一
帮一” “一助一” “一带一” 的
形式， 提升了全体职工的礼仪服
务技能， 大部分职工都取得了墓
地管理员、 殡仪服务员、 社会工
作师等专业证书， 持证上岗率达
到90%。

当同事问起马洪波怎样将工
作做到这么出色， 她说： “要想
做好殡葬服务工作就要有足够的
耐心和坚定的责任心 ， 只有这
样， 工作才能有序开展， 家属才
能认可我们。 作为一名引导员，
我们要为家属排忧解难， 尽我们
十二分力量为家属安排好一切事

宜， 让逝者安心、 家属放心。”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 逢年过

节都要坚守岗位， 马洪波把对家
人的惦念埋在心里， 把工作放在
第一位，“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个节

假日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虽然工
作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
总要有人付出。 ”马洪波说，“能让
每一位逝者家属感觉到力量和温
暖，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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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北京市劳模、北京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进：

让冬奥遗产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石海芹

2017年， 他勇担重任承建北
京2022年冬奥会难度最大赛区 ，
“雪飞燕”“雪游龙”跃动中国建设
奇迹；2022年，他日夜坚守延庆赛
区高质量完成保障任务 ，“雪飞
燕”“雪游龙” 在这个冬天惊艳世
界；眼下，他正积极谋划冬奥遗产
可持续利用， 让 “雪飞燕”“雪游
龙”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就是
北京市劳模、 北京北控京奥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进。

勇担重任
高质量完成冬奥场馆建设

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
项目是国家和北京市交给北控集
团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 2017
年， 罗进临危受命， 率领数千名
建设者以首善标准和昂扬斗志投
入到延庆赛区项目建设。 延庆赛
区核心区建设创造了冬奥建设史
上多个 “最 ” ———建设周期最
短、 施工难度最大、 设计标准最
高、 质量要求最严、 现场参建队
伍最多。

冬天的延庆， 最冷时将近零
下40摄氏度 ， 风速达到每秒40
米， 这个季节进行施工的难度可
想而知。 时间不等人， 项目开工
需要伐移树木、开山、修路、爬坡，
工程量巨大， 在这样艰苦卓绝的
条件下， 既要保质量， 又要保工
期，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科技、
智慧、绿色、节俭”四位一体的答
卷，不仅在外行看来，甚至在国际
雪联家的眼里， 这几乎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

方法总比困难多。 在罗进的
多方协调下， 经过全体冬奥建设
者的共同努力， 最先实施的赛区
进场路， 仅用了25天时间便将进
山通道修到了海拔1450米的竞技
赛道结束区， 完成了从松闫路通
往高山滑雪项目结束区的交通要
道。 面对冬奥赛区场馆建设全新
的建设标准和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原排洪
疏水设计方案的问题之后， 他提
出了 “排洪疏水能不能和技术道
路合在一起干”的思路，解决了原
计划存在的问题， 减少了工程总
量、缩短了工期、降低了成本，最
大程度保护了生态环境。

作为公司总经理， 罗进注重
队伍管理， 以制度促建设。 他每

周召开业主调度会议， 将设计方
案和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来， 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共同研究解决。 他建立了战时工
作制度， 实施 “计划上墙、 挂图
作战、 倒排工期”， 狠抓项目建
设进度和工程质量。 他严格要求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形成建设
方牵头、 总包负责、 监理监督的
全方位安全管控模式。

同时， 罗进还充分发挥延庆
赛区核心区联合党委和联合工会
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 “北京市海
拔最高的联合党委” 为平台， 以
“大干100天” 劳动竞赛、 “百日
会战” 等方式， 调动各参建单位
主动性和积极性， 抢抓山地施工
黄金期， 保证工程建设按既定目
标完成。 2021年6月30日 ， 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顺利通过项目竣工验收； 2021
年8月4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
中心A1、 A2索道完成索检验收，
标志着延庆赛区所有索道认证完
成， 具备运营条件。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北京
冬奥会期间6天4次 “打卡” 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 称赞场馆设计建
造得十分成功， 漂亮且壮观。 他
还称赞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场馆
非常棒！ 世界一流”。

夜以继日
高标准完成赛事保障任务

北京冬奥会期间恰逢春节，
对于罗进和保障团队来说， 已是
第三个年头春节值守保障一线。
在保障期间， 罗进日夜坚守在运
行保障第一线， 对标对表国际标
准，拼尽全力和时间赛跑，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狠抓落实， 为实现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不懈努力。

作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高
山运行团队后勤副主任， 罗进主
管电力、 设施、 清废和景观标识
等业务领域各项工作， 在设施保
障过程中， 他常说： “设施保障
工作的最高境界， 就是人们 ‘忘
记了’ 这个领域。” 为达到这个
标准， 他组织制定巡检制度， 每

日赛前开展巡检， 对巡检发现的
问题立即处理， 保障设备设施正
常运转。

赛时的平静， 来源于背后的
努力。 从进入赛事时间以来， 罗
进每天5点起床出发前往值守点
位， 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4点参与
44处重要负荷电力点位和121处
设备设施进行巡视巡检， 确保设
施安全； 带领形象景观团队进行
冬奥会的元素转换， 营造场馆冬
奥氛围；在冬奥保障期间，由于人
流量大、用水量大，注水和排污工
作尤为繁重， 为了不影响白天的
比赛， 注水和排污工作一般安排
在赛后， 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
天气和冰雪环境下， 经常可以看
到他和保障人员的忙碌的身影。

面对2月13日和3月4日的极
端天气， 罗进提前部署， 加强与
场馆各业务领域沟通， 积极调动
保障人员参与扫雪铲冰， 实现了
“赛事不停、 道路畅通、 设备安
全” 的任务目标， 针对大风天气
及时对设备设施和形象景观等进
行加固， 确保赛事有序运行。 他
每天召开场馆例会、 后勤例会，
将保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来， 共同研究解决。 在他的领导
下， 高山滑雪保障团队、 高山滑
雪山地运行团队， 在为期15天的
北京冬奥会赛事中， 圆满完成国
家高山滑雪中心正式比赛17场，
官方训练8场。

在北京冬奥会向冬残奥会转
换期间， 工期紧、 任务重、 项目
多、 时间短， 罗进带领高山保障
团队热度不减、 力度不降， 乘势
而上 ， 精准把握了从设计到加
工、 设备调试的每一个细节， 在
无障碍卫生间、 混合采访区、 出
发区、 评论员席、 媒体中心、 观
众大家庭、 打蜡房、 颁奖区等21
个点位 ， 分布范围达2.3万多平
方米的工作区开展加工作业， 顺
利完成42项无障碍设施施工及改
造提升， 共完成501处冬奥会形
象景观移除和冬残奥会形象景观
布设， 实现了冬奥会服务和冬残
奥会转化的无缝衔接。 国家高山
滑雪中心无障碍设施以运动员为
中心和 “两个奥运” 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的理念， 得到了国际残
奥委会无障碍专家伊利安娜·罗
德里格斯的称赞， 称 “这是无障
碍设施做得最好的场馆”。

谋划未来
丰厚冬奥遗产实现可持续利用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闭幕
后， 冬奥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将成
为当下重要的工作任务。 比如，
延庆赛区赛事的成功举办， 就留
下了一份包含重大国际赛事举办
经验、 冰雪产业可持续发展、 绿
色低碳建筑实践以及奥林匹克精
神薪火传承在内的丰厚奥运遗
产。

为充分利用好奥运遗产， 实
现全民共享冬奥成果， 罗进带领
团队在建设延庆赛区之初， 就对
赛后场馆可持续利用做好了远景
规划。 规划中， 包括国家高山滑
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延
庆冬奥村 、 山地新闻中心等在
内， 延庆赛区核心区将以奥林匹
克园区面貌亮相。

2021年12月15日， 延庆奥林
匹克园区正式获得国际奥委会批
准， 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
园、 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后，
北京市第三个被冠以 “奥林匹
克” 称号的区域。

近日，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开
业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园
区运营方案、冬奥遗产利用计划、
赛后改造规划、 园区及各场馆开
业计划均已成型， 开业筹备团队
全力以赴保障延庆奥林匹克园区
“五一”精彩盛大开园，将“最美冬
奥城”第一时间呈现于世界面前。

为充分利用冬奥会的遗产，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前不久与国际
雪车联合会等五方签署可持续利
用《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
未来5年，定期在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举办国际雪车联合会赛事。

在承办了一届 “精彩 、 非
凡、 卓越” 的冬奥会后， 未来，
小海坨山也将会成为春赏花、 夏
避暑、 秋观山、 冬嬉雪的旅游胜
地， 期待成为继北京环球影城之
后的又一处网红打卡地。

罗进一直在追逐自己的冬奥
梦想 ， 从设计图纸变成宏伟建
筑 ， 突破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
关； 从场馆建设到冬奥保障， 见
证了一份又一份的完美答卷。 盛
会落幕后， 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将
以最快速度对外开放， 让大众有
更多机会享受冰雪运动乐趣。

引领职工温情服务逝者家属
北京市潮白陵园业务组组长马洪波：

罗进 （左）

马洪波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