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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
纱， 城市在晨光的渲染中慢慢苏
醒， 一位年轻小伙儿已经收拾好
行装， 准备前往坐落在昌平区沙
河镇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新校
区。 作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
宣传部的一名年轻干部， 苗剑飞
又开启了紧张忙碌的一天。 自从
开始负责新校区的文化阵地建
设， 起早贪黑的工作状态就成为
了他的日常。

高效高标准建设学术报
告厅

在2021年实现首批师生搬迁
入驻新校区， 是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发展蓝图中的重要一笔。 为了
迎接新生入校， 北京信息科技大
学全体教职员工全力做好一切准
备工作。

作为启用楼宇中规模最大的
会议场所， 学术报告厅的建设迫
在眉睫 。 当新校区配套项目于
2021年4月获得批复， 学术报告
厅的建设随即进入招投标阶段。
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很匮乏的
苗剑飞， 对编制招投标参数等事
项几乎一无所知， 专业术语听不
懂、 申报流程看不懂、 文件材料
不会写……然而， 即便不时有畏
难情绪， 他依然扛住了这份沉甸
甸的责任。

在理清工作内容、 确定切入
口后， 苗剑飞立即投入行动， 不
懂就问、 不会就学。 “首先通过
请教同事、 查阅资料、 研究项目
申报文本、 分析成功案例等方式
补习专业知识， 其次将自己所学
应用于工作， 仔细比较供应商提
供的设计方案， 根据校内外专家
意见反复修改打磨申报文本， 认
真编制招标文件……” 苗剑飞制
定出学习规划， 并不屈不挠地高
效执行。 面对需要撰写的每一份
材料， 苗剑飞都要更易其稿十几
次， 经常工作到深夜， 直到合乎
要求、 自己满意为止。 看着苗剑
飞每天加班加点、 早出晚归， 家
人开玩笑地说： “家里装修连一

块瓷砖都没让你操心过， 工作中
要让你补回来。” 他听了笑而不
语， 依旧日复一日、 无怨无悔。

建设学术报告厅时正值2021
年的暑假， 苗剑飞几乎每天骑行
摩托车30公里到达施工现场， 不
仅严抓工程质量， 与多家供应商
数次现场勘察， 仔细确认设备点
位， 还同时协调总包单位、 学校
建设办、 管委办、 安稳处等多个
部门， 安排好多个厂家人员按规
定入校开展交叉施工。 脚手架歪
了、材质不合格、用电不安全……
从组织到协调， 从施工建设到安
全保障，苗剑飞操心着工程的每
个环节 ， 心里装着每个人的安
危。 与他一起参与项目建设的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万福说： “小
苗特别能吃苦， 也任劳任怨， 展
现出了同龄人身上少有的沉稳和
坚定， 这么年轻却有这样的定力
和责任心， 确实很难得。”

在日积月累的摸索 、 建设
中， 苗剑飞逐渐对各项工作的要
求和进展情况了然于胸。 “只有
方案全了， 做了交底， 大家的心

里才踏实， 工人师傅们才能干好
活 ， 项目才能达到预定目标 。”
苗剑飞要求自己每项工作都做到
有始有终 ， 并跟踪落实 ， 为高
效、 高标准建设学术报告厅保驾
护航。

学术报告厅终于在工期紧
张、 疫情与汛期影响叠加的多重
压力下建设完成，包括音视频、灯
光系统建设，配套桌椅购置安装，
主席台装修改造等， 令前来参观
的师生交口称赞。 2021年12月18
日， 新校区入驻仪式在报告厅隆
重举行。看着费尽心血呵护着“长
大”的报告厅，苗剑飞心潮澎湃，
此刻， 这个报告厅在他眼里就像
自己的孩子，同他一起，见证了学
校发展历程中的历史性时刻。

营造良好的新校区文化
氛围

秋末初冬时节， 地处北京西
北郊区、 周围几乎一片空旷的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新校区经常遭受
风沙。 12月的一天， 风如刀子般

刮在人的脸上， 气温已经低得非
常冻手。 就在宣传栏建址处， 苗
剑飞正在顶风检查宣传栏是否被
风吹损， 而此处的宣传栏就是新
校区文化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为
了在新校区营造更好的历史文化
氛围 ， 增强师生的认同感归属
感， 同时为3000余名师生创造安
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 在学校
的统一部署下， 苗剑飞承担起新
校区文化建设项目， 包括设计制
作6组艺术造型和20组宣传栏及
其展板， 建设3000余平方米文化
喷绘墙。

从接到任务到递交申报材
料， 苗剑飞只有三天准备时间。
从追加经费到招标、 选料、 组织
实施， 苗剑飞跟时间赛跑， 不敢
耽误片刻。 尤其是在初步确定宣
传内容后， 他立即着手向学校相
关部门收集照片、 文字等素材，
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 筛选和
加工。 在这一过程中， 苗剑飞不
断从内容、 书写规范等方面优化
方案。 对于呈现效果， 他更是变
成了 “强迫症患者”， 思考着实
物的大小、 色调、 布局、 图文关
系以及整体效果等方面是否合乎
脑海里勾勒出来的样子。

“在确定标语字号阶段， 样
本的长度先是从85厘米改成了
103厘米， 感觉不合适后， 103厘
米又先后改成了98厘米和99厘
米。” 苗剑飞说起当时的设计过
程， 几经调整， 才有了今天全校
师生看到的效果。 事实上， 文化
墙喷绘在建址和设立的过程中，
也反复被风刮倒， 几次毁损。 苗
剑飞不分早晚、 上班与否， 只要
有需要就去现场察看。 执行力、
主动性和创新性强是苗剑飞留给
同事最深刻的印象， “他既愿意
花心思， 又肯下功夫， 有想法、
有方案 ， 工作起来非常勤奋敬
业。” 李万福赞叹道。

用镜头记录新校区建设
成果

自入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

来， 苗剑飞主要负责着校园宣传
阵地建设、 学校重大活动的氛围
营造、 新闻摄影摄像和视频媒体
平台运营等工作。 “感觉到自身
技术水平不够， 我就自学了新闻
摄影、 图片精修、 视频制作等技
能 。” 苗剑飞表示 ， 学无止境 ，
且行且思。

新校区建设还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 苗剑飞也像敏锐的猎人
一 样 捕 捉 着 新 校 区 所 有 值 得
记 录 的画面和时刻 。 他在拍摄
中总是对构图、 感光度、 快门等
参 数 反 复 调 试 ， 有 时 候 为 了
拍 到 好照片 ， 苗剑飞能摆出各
种 “难掌握” 的姿势。 他拿着沉
重的机器能上能下、 能跑能跳、
能举能趴， 成了大家眼中的 “孙
悟空”。

与此同时， 在短视频盛行的
今天， 苗剑飞洞察到它对于增强
学 校 宣 传 工 作 效 果 的 重 要 作
用 ， 主动向部门申请开通视频
号、 抖音、 快手、 哔哩哔哩等新
媒体平台账号， 并负责维护和运
营， 这也成了多方位、 全视角记
录、 展现新校区建设实况的重要
方式 。 苗剑飞说 ： “一张张相
片、 一个个视频， 记录着新校区
的阶段性成果和变化， 我觉得自
己是历史的见证者， 十分荣幸，
这也是我做好宣传工作的初心和
动力。” 为了更好地展示新校区
的风貌， 苗剑飞挑战难度极大的
全程跟踪拍摄， 这需要他前期策
划、 现场踩点， 中期实时跟拍、
记录， 后期编辑成图文影像全程
参与。

如今， 加强文化建设已经成
为学校空间环境建设和情感环境
建设的重要内容。 北京信息科技
大学新校区也承载着传承、 创新
校园文化的重要使命。 在苗剑飞
眼中， 宣传文化阵地建设仍有很
大的可塑空间。 “与时共进何所
幸， 拼搏奋斗趁当下。” 苗剑飞
感恩自己能与新校区一起成长。
他说 ： 看到新校区建设越来越
快， 育人氛围越来越好， 我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张帆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李婷婷

接诉即办“大管家” 勇挑重担实干者

随着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的
启动，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成为
考验天通苑南街道接诉即办工作
的标准之一。 作为昌平区天通苑
南街道12345接诉即办专班负责
人， 芦杉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
满当当， 用他自己的话说， “既
然是负责人， 就要牵头做好内外
沟通， 协调左右、 联系上下， 保
障接诉即办高效运转。”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 芦杉对
街道接诉即办专班人员进行了整
合， 将专班内的9名人员分为综
合业务、 工单回复两个组， 不仅
明确了工作职责， 更能确保派件
迅速、 回复严谨、 回访到位。

根据多年在基层工作积累的
经验， 结合社会发展趋势和辖区
实际情况， 芦杉设计构建了一套
简约高效的七支工作队包社区

（村） 的 “包干制” 接诉即办工
作体系 。 该体系打破了部门壁
垒， 明确定责界限， 不再依据接

诉即办事件责任分工， 而是依据
社区 （村） 范围责任分工。

“街道相关部门、社区（村）、
直管区域边界和任务量合理划
分， 不仅明确了职责、 理顺了关
系， 也确保各类责任人员落实到
最小网格单元。 ”芦杉介绍说，以
往许多来电诉求中多方牵涉、权
责不明的“老大难”问题，现在通
过这个体系很快得到了解决。

“大家注意， 咱们打电话的
时候， 一定要先报自己的单位，
尽量说得详细一些， 还有， 务必
要注意态度问题……” “马上联
系社区， 让社区上门去看看， 电
话 一 直 没 人 接 听 是 怎 么 回 事
……” 工作中， 芦杉对于诉求件
的跟进常常是从早上9点开始 ，
到晚上8点还没结束， 处理着群
众的烦心事、 操心事、 揪心事。

近日， 有市民反映， 立汤路
179号院2号楼房屋顶层漏雨。 该
市民称， 附近其他人家也有漏雨
情况， 他拨打了12345市民服务
热线电话 ， 但工程一直没有进
展。 接电后， 芦杉二话没说， 一
边联系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立即
出发，不到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
芦杉说：“像这种急茬儿诉求，即
办就是‘急办’，没啥商量的！ ”联
系物业刷防水胶， 进行应急处理
后，工作队及时跟进，协调昌平区
住房城乡建设委、 社区居委会、
居民代表召开协调会。 最后， 根
据居民意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进
行防水层修复。 漏雨问题得到了
根本解决， 来电人对这次办理结
果特别满意。

芦杉发现 ， 很多接诉即办
件，如果只是盲目埋头处理，结果

并不一定能令群众满意。 他决定
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来剖析每个
案件。对于每一个报送的诉求件，
芦杉都会带领接诉即办专班人员
进行回头看和及时总结： 将前一
天办理的案件一一 “复盘”， 当
天的新案件则请专班工作人员集
思广益、 共同支招； 解决得好的
案子， 请办理人员介绍经验， 未
解决、 群众不满意的 “双否” 案
件， 一块儿分析症结在哪儿。 经
过剖析、 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对
于任何一个环节和情形， 芦杉都
会带领专班工作人员进行分析和
推测。 “双否” 渐渐变成了 “双
是”。

“艰苦努力、 真情付出， 换
来了群众的认可和理解， 这就是
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芦杉说，“我
们还将不断总结，做得更好。 ”

———记昌平天通苑南街道12345接诉即办专班负责人芦杉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苗剑飞：

“新校区育人氛围越来越好，我的付出都值了”

苗剑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