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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武汉智能网联汽车
测试场项目经理李纪昕深耕建筑
行业一线27年， 从上海森茂大厦
到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 从
传统房建到基础设施建设， 从房
地产行业到汽车行业， 他辗转多
座城市， 见证了一座座地标拔地
而起。 勇于攻坚克难、 传承工匠
精神是他不懈的追求， 这也让他
收获“中国建筑劳动模范”称号。

从“零”开始转型建设测试场

2010年， 李纪昕被公司派遣
到武汉。 彼时的他， 已经从一名
小小的施工员成长为项目经理，
一路走来， 丰富的工程经验也如
同高楼大厦一般， 一点点拔地而
起。

来到武汉之后， 他带领项目
团队先后参与武汉中央文化区项
目、 汉秀剧场项目、 武汉环球贸
易中心项目以及武汉雅居乐项
目， 为中建二局开拓湖北业务版
图立下了汗马功劳。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
目是中建二局向市政工程领域迈
步， 突破壁垒的一次大胆试水。
站在公司转型升级的当口， 时值
中壮年的李纪昕再次勇担重任，
扛起转型升级的大旗。

“最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
但想要转型的决心却很坚定 。”
回忆起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情景
时， 李纪昕总是会感叹 “太不容
易了”，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 没
有团队， 没有经验， 甚至没有成
型的项目， 当时的他也不知道未
来自己会建成一个什么样的项
目， 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踏实

肯干准是没错的。
没有团队怎么办？ 李纪昕先

是从之前带领的武汉市汉阳区老
关村项目团队里抽调出核心骨
干， 再从湖北区域的其他项目中
选取出一批中坚力量， 最后再向
社会招聘一批专业人才， 保证团
队的人员结构合理， 为后期建设
提供支撑。

没有经验怎么办？ 李纪昕要
求从施工员到项目经理全部 “归
零”， 一起从头开始学习， 除了
请专家讲解理论知识外， 还组织
赛道负责团队先后前往宁波、 株
洲 、 西安 、 上海以及盐城进行
“取经”， 实地感受赛道建造的工
艺与特色。

没有成型的项目怎么办？ 李

纪昕一边组建项目团队， 一边对
接各方领导， 细化项目方案， 整
合各方资源， 初步构建起完整的
项目框架。

在他的坚持与不懈努力下，
一支178人的项目团队成功组建
了起来， 这些刚刚汲取完丰富施
工知识的团队成员们， 迫不及待
地要将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
用到实践中， 用自己的力量摸索
“理论与现实” 的距离。

创新管理方法做好“大家长”

不同于传统的市政工程， 武
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业态
极其丰富， 既有普通的房建， 还
有高等级市政道路、 大型城市高

架、 国际标准赛道以及钢结构多
功能仓。 多种新型业态构建起了
功能性与智能化都处于世界一流
水平的智能网联测试场， 也给项
目团队的建设难度 “层层加码”。

测试场项目占地面积 1312
亩， 可组合形成130余种测试场
景。 为了保证施工效率， 李纪昕
一改传统的 “纵向管理” 为 “平
面管理”， 十大功能区同时开始
施工 ， 高峰期工人超 4000人 ，
700台机械同时工作， 单日进出
车次超3000次。

为了做好上千人的 “大家
长 ”， 他先后经过了多次尝试 ，
从传统的管理体系到为项目量身
定制 “片区管理” 模式， 他创新
出 “兵团作战” 管理方法， 根据
功能分区设置片区经理， 缩小人
均管理面积、 消减管理链条， 大
大提升管理通畅度。

体量巨大的项目除了人员管
理难度大， 材料需求量也是一个
难以解决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整个项目所需材料数量巨大， 仅
涉及黄土土源需求就达到100万
方， 除了省内的供应商， 李纪昕
总会做好两手准备， 他跟着团队
成员一起前往全国各地选材， 掌
握多重货源， 确保材料供应源源
不断。

酷暑、 疫情、 洪涝、 技术难
点……在困境中， 李纪昕带领着
全项目克服重重磨难 ， 日夜赶
工， 紧抓进度。

星光不负赶路人， 武汉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如约完成各
大工程节点 ， 现已整体全面竣
工， 中部地区首个国际赛车场投
入运营指日可待。

项目遇困难总是冲锋一线

提到李纪昕， 项目团队成员
总是尊敬和敬佩的， 在他的团队
中成长的中坚力量也有不少成为
了企业的核心骨干， 为企业的发
展培养了坚实的后备力量。

李纪昕总说， 他要做的就是
让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具备独立思
考的能力， 不管在哪一方面都能
独当一面 ， 这是他作为 “当家
人” 的使命与责任。

在他眼里， 给予员工正能量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大家
对做赛道都没信心的时候， 他就
带着行业顶尖专家入驻项目， 每
天带头学习理论知识， 学习专业
技术； 当大家有所松懈标准不严
的时候 ， 他就每天下现场做研
究， 一次次的实验直到达到最精
确的标准要求； 当大家施工效率
低下时， 他就带领团队成员攻坚
技 术 难 点 ， 采 用 “ 3D 摊 铺 ”
“泡沫轻质土” 等新型工艺， 节
省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效
率。

4.79万根桩基、1231节点、大
雪封路，作为项目经理，李纪昕坚
持每天去现场了解情况， 经常彻
夜讨论解决方案， 誓将不可为一
点点细化为无数的可为。

如今， 47岁的李纪昕带着眼
镜， 常年穿着工装， 时而看起来
像个儒雅学者， 时而看起来像个
一线工人， 只要项目遇到困难，
他总是化身为能力者， 冲在第一
线。 他说， “像我这样的一线建
设者还有很多， 只要企业和社会
需要， 一定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余海艳

中建二局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项目经理李纪昕：

“原味一号 ” 西红柿怎么
种？ 农业大棚如何科学管理？ 产
品销路如何打开？ 对于这些农业
发展核心竞争力， 北京莱鲜园水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柏生
从不把它当作核心机密， 而是作
为技术知识分享给村里其他农
户， “一个人富裕只能说是势单
力薄， 一个村都富裕才算得上是
真正的致富。” 李柏生说。

近年来， 密云区巨各庄镇后
焦家坞村把种植 “原味一号” 西
红柿作为农业农民增收的一条新
途径来抓 。 经过几年的资金扶
持 、 典型引导 、 技术服务等措
施， 该农业园区已初具规模。 身
为受益者的李柏生在这过程中迅
速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成为一
名 “京郊农业好把式”。

李柏生好学习 ， 敢开拓 。
2014年， 在密云区统战部的牵线
下，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帮助村里
引进了 “原味一号” 水果西红柿
种苗。 李柏生便开始紧锣密鼓地
研究起西红柿的种植技术和方
法。 “‘原味一号’ 西红柿和普
通西红柿最大的区别是个头小但
是味道十分浓郁， 满满的童年味
道， 也正是这样的特点使得它种

植起来也相对困难、 复杂。” 李
柏生告诉记者， 与其他西红柿相
比， “原味一号” 西红柿抗病性
较差、 存活率低， 这就意味着种
植 “原味一号” 西红柿要付出更
多的心血。

“品种虽然引进来了， 但是
种种原因使得村民们一时间不敢
去尝试新品种的种植。” 李柏生
回忆， 经过了解和学习， 他决定
冲在最前线， 尝试种植这一新品
种。 经过三个多月几近不眠不休

的精心培育， 第一批果实终于成
熟了。

“当时还是喜忧参半的， 一
边沉浸在果实丰收的喜悦中， 但
也为销路犯起了愁。” 李柏生说，
“原味一号” 西红柿的特点必然
使得它的价格相比普通西红柿要
高， 但大部分人之前并未了解过
这个品种， 对它的价格秉持着怀
疑的心态， 难以接受。 眼看着日
渐成熟的西红柿有滞销的可能，
李柏生亲自跑起了销路。

“与其让西红柿烂在地里还
不如让更多的人先知道、 了解这
个品种。” 带着这样信念， 李柏
生第二天早早准备了一车的西红
柿， 驾车几十公里到北京市区，
一连几天守在各个小区、 公园门
口让市民免费品尝， 有人觉得好
吃他便趁机对这个品种进行讲解
介绍。 功夫不负有心人， 慢慢地
李柏生也有了 “回头客”， 这让
他对自己的品种坚定了信心， 也
对这些日子的辛苦付出感到了欣
慰， 满身疲惫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柏生依
然穿梭在北京大大小小的社区和
街道上， 买西红柿的人也越来越
多。 有一些顾客加了李柏生的微
信， 李柏生就通过发快递的方式
把西红柿送到顾客手中。 还有一
些顾客打听了大棚的位置， 利用
周末的时间来采摘。 “优秀的品
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渐渐地一
传十、 十传百， 了解并接受这个
品种的人越来越多， 我的生意也
逐渐踏上正轨繁忙了起来。” 李
柏生笑着说。

当然， 在搞好个人经营的同
时， 身为致富能手的李柏生也把
目光瞄准了村里的其他农户， 他

致力于帮助村民脱低增收， 把自
己摸索到的经验和学到的知识传
授给其他种植户。 从购买种子、
育苗及种植， 他挨家挨户进行指
导， 热情地向种植户们传授蔬菜
实用技术 、 管理经验和生产技
能， 帮助他们种植西红柿。 哪家
有技术上的疑惑， 也都会向他咨
询。

李柏生还经常与种植户沟通
交流， 听说谁的大棚内有了问题
他都要去看看。 利用闲暇时间，
他还组织种植户到各家的大棚里
互相对比， 看谁的果实长势好，
总结交流经验， 保证了每一份西
红柿收量和高品质口感。 如今，
村子里已经有50余户人家专业种
植 “原味一号” 西红柿。

凭借勤劳与努力， 密云区巨
各庄镇后焦家坞村西红柿种植产
业发展也愈发顺利， 李柏生和他
种植的 “原味一号” 西红柿也名
声大噪。 2017年， 李柏生被评为
“京郊农业好把式”。 2022年在密
云区总工会开展的 “当好主力
军、 建功新密云” 十佳工会组织
和百名行业标兵表彰活动中， 他
又被评为致富带头标兵， 与其他
百名行业标兵一起接受表彰。 看
着胸前的绶带和手中的证书， 他
倍感自豪。

“这些荣誉的取得不仅仅是
一个称号， 更是对我和北京莱鲜
园 水 果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肯
定。” 李柏生说， 他将继续引领
和 帮 助 村 民 立 足 本 村 农 业 发
展， 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深耕27年，用匠心浇筑中国建造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带头致富的“农业好把式”
北京莱鲜园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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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纪昕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