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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北京建工集团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项目部副总指挥芦洪俊：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本报记者 盛丽

困难家庭孩子们的“秦妈妈”
顺义向前村困难群众救助服务站工作人员秦少娟：

将近下午1点， 职工都吃完
饭了， 开完上午最后一个会的芦
洪俊才来到食堂。 早已经熟悉他
工作节奏的食堂师傅把留好的饭
热热， 给他端上桌。 简单吃上一
口， 芦洪俊就回到办公室开始安
排下一件事情。 一个电话接着一
个电话 ， 一场会议接着一场会
议， 抽空儿再去工地转一圈儿，
家就在北京， 可是一年也回不了
几趟家。 北京建工集团中关村东
升科技园二期项目部副总指挥芦
洪俊每天像个陀螺， 工作起来高
速 “旋转”， 而他早已经适应了
这样的节奏。

建营地、 爬塔吊
没有干不了的事儿

2005年， 大学毕业的芦洪俊
来到北京建工， 在直接进公司和
到一线工作的选项中， 他选择了
更为艰苦的后者。

“在校实习过两年， 相对了
解工地， 当时想的就是， 甭管在
哪儿工作， 基础要打扎实， 这么
专业的领域 ， 外行指导不了内
行。 ”芦洪俊的想法很朴素。 在工
长这个岗位上， 他一干就是8年，
从实习工长、工长到主管工长，到
2012年后半年就主持生产工作
了，2017年成为项目经理。

这8年里， 让芦洪俊印象最
深的还是到非洲安哥拉共和国参
与战略项目的一年。 异国他乡的
困难让人无法想象。 “前三个月
没见过荤腥儿。” 对于一个26岁
的大小伙子来说， 天天在工地一
走几万步， 还吃不着肉， 体力消
耗超出了预期。 “说出来不怕笑
话， 大年三十晚上， 一帮大老爷
们儿饭也不吃， 酒也不喝， 坐一
块儿噼哩啪啦掉眼泪。 思乡啊！
每到月亮圆的时候 ， 就想家 。”
芦洪俊说。

即便如此， 芦洪俊也没有后
悔去非洲。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在沙
土地上， 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
从零开始， 芦洪俊和同事盖起了
营区， 建起了搅拌站， 使用油电
发电机建设房建项目， 工程中的
每一个细节， 都要亲历亲为。 一
次， 搭建塔吊的过程中， 发现塔
吊配重没有发来， 而没有配重塔
吊又无法工作。 如果等国内再发
货、 排队， 最少需要4-6个月的
时间， 工地停摆， 时间和金钱的
损失都是巨大的。 工期不等人，
芦洪俊从国内要来了图纸， 准备
自己测量， 并用钢筋打造配重。
但是安装到最后 ， 有一块零件
“富裕” 出来， 怎么也插不进去。
大家面面相觑， 谁也不知道怎么
办。 芦洪俊这时当仁不让， 自己
爬上十几层楼高的塔吊， 慢慢移
向吊尾， 亲自测量配重到底差多

少。 量完回来的时候， 他突然才
发现自己的高度， 腿软得差点没
爬回来， 手上都是印得深深的印
子。

“到现在还后怕， 但有些开
阔思路的事儿， 只能自己去想怎
么解决。” 施工现场情况复杂多
样， 在安哥拉的15个月， 有问题
只能靠项目团队、 施工人员去解
决， 这对芦洪俊之后遇事解决问
题有很大锻炼。

比进度、 考证书
边干边学成为常态

芦洪俊干过很多工程， 王四
营保障房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保
障房项目7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面
积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最大的。
当时， 芦洪俊已经是这块获得了

“全国标准化工地 ” “鲁班奖 ”
“詹天佑大奖” 工地的主管工长，
手下管着七八个工长 ， 对他来
说， 组织协调能力在这里得到了
初步积累。

在工程推进的暗中较量中，
无论是进度还是质量， 芦洪俊经
常是成绩最优的那个。 年轻人不
忙的时候经常喜欢一起聚会。 一
次聚会上， 年长的商务经理突然
发难： “芦子， 你天天在工地挺
牛， 你有什么牛的啊， 你看人家
那谁， 一建本子考下来了， 你行
吗？” 当时芦洪俊就有种 “下不
来台 ” 的尴尬 ， 他感觉自己被
“歧视” 了。 回去后自己琢磨了
三天 ， 跟经常一起聚会的朋友
说： “以后你们别喊我喝酒了，
我想喝酒的时候喊你们！” 从此
他从朋友圈消失了。 芦洪俊利用
工作间隙、 夜晚睡前的时间， 一
边干活儿一边啃书， 两年考过四
科， 拿下了一级建造师的证书。
“假如当时没有拿到一级建造师，
我的管理不会那么有系统性， 在
方式方法上可能有欠缺。”

尝到学习带来的甜头， 芦洪
俊又读了研究生。直到现在，芦洪
俊还在边干边学：“现在施工需要
上玻璃幕墙，这方面不是很懂，这
和过去民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
方，你必须学，不懂没法管理。 ”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
大年初五， 芦洪俊带着队伍进行
医院改造， 昼夜不停， 二十几天
赶出一百三十几天的工程进度。
2021年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芦洪俊负责天安
门广场7万余张座椅近半数的安
装拆卸工作， 庆典当天提前5个
小时完成任务， 创造了 “建工速
度”； 7月6日， 在施工现场巡视
的他意外脚踝骨折， 当时又正赶
上重大钢结构谈判， 他拄着双拐
一天没歇， 把活儿谈完， 才有了
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如今的工
程进度。

翻脸快、敢拼命
创造企业速度

芦洪俊不是个好脾气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对任何人和事 “要
求很严格 ， 干活急 ， 翻脸快 ”。
就是这种脾气， 带出的四个工长
里， 有三个已经是生产经理， 一
个已经是项目经理。 芦洪俊还不
怕得罪人。 拿正在主持的中关村
东升科技园二期项目来说， 刚接
手他就开除了6个人， 这6个人可
以说 “个个关系非常硬”。 “项目
150多人，需要制度和规范管理。”

芦洪俊不搞双标， 去年， 算
上春节， 他一共休息了7天。 开
车几十分钟就能到家， 他一个月
愣是回不了两三回。

一天24小时如何分配， 对芦
洪俊来说是个难题。 排队等着说
事儿的人源源不断； 大型公建交
叉工种多， 考验协调能力； 企业
要求从总承包管理向工程总承包
管理转换， 需要全过程参与招投
标、 验收规划等工作……

高强度工作给芦洪俊的健康
状况敲响警钟， 一次他恍惚发现
两条胳膊已经麻得不能开车， 赶
忙打电话向同事求救。 从门诊换
急诊，急诊找心内专家，再到推进
手术室， 全程不超过25分钟……
医生说： “再耽误10分钟人就没
了。” 术后还在重症监护室住院
的他， 正赶上一直在跟踪工程项
目的关键谈判 ， 出院手续都没
办， 芦洪俊穿着病号服就去了谈
判现场……

芦洪俊很少描绘自己的梦
想，多年一线工作的沉淀，让这个
40岁出头的汉子有了异于他人的
成熟和稳重 ：“想想当年刚到工
地，一晃这么多年，我向来只问目
标，不讲困难，除此之外就是多了
点经验、多了份责任，在我看来，
我还是那个工长。 ”芦洪俊拿起厚
厚的会议本，转头走向了会议室。

秦少娟是顺义区马坡镇向前
村困难群众救助服务站的工作人
员。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也是
村里困难家庭孩子们的爱心妈
妈。

向前村共有4户低保对象 ，
秦少娟会针对每个困难家庭的不
同情况， 制定相应的帮扶措施。
刚接触社会救助工作时， 她坚持
每天研读政策， 与同事们共同讨
论典型案例 ， 快速掌握政策内
容， 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除了要认真完成日常工作
外， 秦少娟还主动对低保家庭中
的儿童进行日常照料， 孩子们都
亲切地称呼她为 “秦妈妈”。 小
月的父母均是重残人员， 平时她
只能靠年岁已高的奶奶照顾。 了
解到这个情况后， 秦少娟总是惦

记着小月的生活。 于是， 在周末
闲暇或是下班回家的路上， 她都
会上门去看看孩子， 了解近况、
询问困难。

“小月的学校有时会在线上
布置一些作业， 孩子奶奶不太会
用智能手机， 我下班后得去家里
看看。” 秦少娟主动当起小月的
“临时家长”， 她陪伴小月共同完
成各种作业。 秦少娟还会叮嘱小
月和奶奶： “有什么问题一定随
时给我打电话。 校园里， 我们要
做优等生， 家庭中， 我们要做好
孩子。 ”小月总是开心回应： “谢
谢秦妈妈！”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时候，
按照学校要求， 小月开始了居家
学习。 秦少娟通过入户或视频电
话的方式， 主动辅导小月学习，

她这位 “临时家长” 还参加学校
的线上会议。

作为小月家的 “一分子”，疫
情防控期间， 秦少娟还及时主动
连接资源， 帮助一家老小配备足
够数量的防疫物资， 加强防疫知
识宣传教育，提高疫情防控意识。

有一年母亲节， 秦少娟收到
了小月送来的节日贺卡。 贺卡上
歪歪扭扭地写着： “秦妈妈辛苦
了！” 那一刻， 秦少娟的眼眶湿
润了。 想到孩子如此懂事， 每天
开开心心地茁壮成长， 她知道一
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怀着对民政工作的热爱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 秦少娟将温暖带
给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家庭， 让更
多的困难群众生活更幸福、 更温
暖。

只问目标 不讲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