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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干边学
拿捏工程用电 “性价比”

1979年， 16岁的费志浩接父
亲的班， 从上海来到北京， 进入
建工集团工作。 父亲是建工的老
职工， 参加过新中国十大建筑的
建设， 子承父业的他初中一毕业
便直接进入工地， 跟着老师傅从
零学起， 干起了电工。

电工是项目进场后最辛苦的
工种之一： 在一片荒芜的现场，
为生活区、 办公区、 施工区等各
处通上电， 这一切都要电工师傅
从零开始做起。 电工需要提前进
场， 了解每个点位的功能用途，
随后根据设备数量决定变压器、
线路的施工情况。 随着工程的推
进， 很多情况不断发生变化， 需
要不断调整。 每个工地的情况还
都不一样， 如果考虑不周预留少
了 ， 会影响生产 ； 如果预留过
多， 又会增加施工成本， 减少经
济效益。 在费志浩看来， 电工就
是要拿捏好整个工程中用电的
“性价比”。

接线、 临电规范、 用电、 布
线、 电量怎么算……老师傅口传
心授， 遇到一种情况， 解释一种
情况。 费志浩边干边学， 在白纸
上画图、 计算需要的电量以及设
备。 干着干着， 他便发现自己理
论知识不够系统的短板， 于是便
报名上了中专， 专门学习了电工
知识， 为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实的
理论基础。

口传身授
带徒弟从不保留

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两
个项目上，72万平方米的面积，地

下照明、楼梯照明、电梯安装……
每天不断有不同工种、 不同施工
单位交叠更替， 费志浩清楚地知
道每一处用电的点位， 随时关注
施工人员用电规范。 “用电关系
着整个工程安全 ， 不能掉以轻
心。” 费志浩说。

绝大多数情况下， 费志浩是
沉默寡言的， 但要在工程施工方
面出了问题 ， 有话他可不会憋
着。 每天跟他转现场的徒弟们，
听 他 说 的 最 多 的 便 是 各 种 问
题———“ 这 个 配 多 大 的 线 啊 ”
“这个设备的功率是多大” “闸
的话配多大” ……

“张嘴就是问题， 我们随时
准备被考。” 徒弟张子松说。

费志浩记不清自己带过多少
徒弟， 如同记不清自己干过多少
项目。徒弟都是随来随带，带成熟
了就去了别的工地。 电工的经验

要靠积累， 费志浩带着徒弟转现
场，总能找到徒弟注意不到的点。

“我学到什么都愿意教出
去， 从不保守。 最恨他们不上心
学， 现在条件多好啊， 手机拿起
来上网就能查， 我们那时候没有
这个条件的。” 费志浩特别强调
理论学习 ， “施工现场用电量
大， 新的机械设备都来了， 没有
理论真的不行。”

有一次来了一批空沙机， 费
志浩问徒弟 ： “这个配多大线
啊。” 徒弟要是俩眼一瞪说不上
来， 那可不行。

“谁来都会问一下， 监理也
会问 ， 你作为电工都要回答上
来， 一问三不知是不行的， 人家
要知道你的电路水平的。” 为了
提升徒弟们的技能水平， 费志浩
会鼓励徒弟通过考级进行理论学
习， 还会通过在工地现场随时提

问的方式， 帮助他们积累实践。
“我的徒弟出去在各种工程上基
本都没问题。” 在这一点上 ， 他
相当自信。

沉着冷静
做关键时刻的 “定心丸”

工作43年， 费志浩遇到过无
数意外情况， 如同他记不清的工
程， 和记不清的徒弟数量一样。
凭着高超的水平 ， 每次发生情
况， 费志浩查看后， 都能给出恢
复用电时间。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 接上级命令， 费志浩参与了
朝阳区双桥方舱医院的建设。 2
月5日夜间， 徒弟张环宇正进行
着最后一轮临电检查， 当他检查
生活区用电时， 只听 “嘭” 的一
声， 现场一片漆黑。

“电缆挖断了！ 快叫电工！”
最担心的还是发生了。 “发

电车在路上 ， 先紧着生活区通
电， 天太冷了！” 张环宇叫醒已
经忙了两天两夜的费志浩， 师徒
俩往前院赶的半路碰上项目劳务
负责人何川， 他肩头和背上都是
厚厚的积雪。 “真是怕什么来什
么！” 张环宇暗想。 “他还年轻，
碰上这种事难免手足无措。” 费
志浩看出来了， 他知道这个徒弟
业务挺好 ， 就是经历的事还不
够。 情况越紧急越不能急躁， 这
是电工的必修之课。 “环宇， 你
先在生活区做准备， 我去前头看
看。 这个天气太折磨人了， 2小
时内必须让生活区通电！”

2小时 ！ 张环宇冷静下来 。
他看了总闸的情况， 检查了各处
的临电后， 开始在电工材料架子
上挑选材料。 平时好天气的时候
拉碗口粗的电缆都费劲， 风雪交
加的夜晚更加艰难。 戴着手套使
不上劲儿， 张环宇干脆摘下了手
套， 再零下几度的空气中， 咬着
牙使劲儿。 冰冷的风雪不断地拍
打在手和脸上， 让他感到刺骨地
痛。 正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个
熟悉又挺拔的背影 。 “听口号
啊， 一！ 二！ 拉！” 风雪中， 当
时57岁的费志浩依然肩扛电缆奋
力向前迈步。

电缆就位， 紧急抢接！ 费志
浩拿着手电给张环宇照明， 看到
徒弟发抖的手， 就鼓励地拍拍他
的肩头： “欲速则不达， 你没问
题， 慢慢来。”

不到2小时， 生活区又恢复
用电。 通过恢复的照明， 张环宇
看到师傅因为拉电缆、 长时间举
着手电筒而冻得通红的手， 赶紧
掏出口袋里的凡士林。 费志浩接
过却也来不及搽： “走吧！ 向东
还在前院抢险呢， 先去看看。”

雪下了两天， 费志浩带着徒
弟值守了两天， 顺利完成了两次
电缆抢修， 保证了现场各处电力
稳定正常供应， 为方舱医院按时
建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费志浩说 ： “平日做好功
夫， 在危机关头才能不乱阵脚。”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记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临电管理组组长费志浩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郭程程

疫情不散，我们不退

有他在，项目供电就有了“定心丸”

北京昌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邵玉光：多次组织下沉干部驻点参与
封控小区疫情处置工作， 连续5
次星夜驰援丰台全域核酸检测，
累计进驻入境进京集中隔离点闭
环保障4次……由于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毫不含糊， 北京昌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邵玉
光带领的团队被社区称为 “防疫
铁军”。

“以上是昌平区入境人员集
中隔离转居家隔离工作流程， 大
家一定要学习掌握， 全力做好入
境人员隔离转运交接工作……”
这已经是邵玉光第五次进驻境外
隔离点了。 作为昌平区某境外人
员集中隔离点工作专班临时党支
部书记、 负责人， 他正在进行协
调服务工作。

精准化管理、 保姆式服务、
家人般关怀， 这是邵玉光给工作
专班制定的工作准则。 考虑到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工作相对繁
杂， 他及时梳理制定出了 “作战
图”， 将每天的任务清楚地标注
在图表上，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
作效率。

在同事们的印象中， 邵玉光
总是雷厉风行， 但又不失细腻。
邵玉光回忆，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次在某隔离点 ， 发现患有高血
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员近

240人， 孕妇10人。 “这样复杂
的情况给工作专班带来了不小的
压力。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生活
习惯等都不同， 我们在完善在观
人员基础信息的基础上， 为重点
人员建立专属台账， 尽全力满足
隔离人员个性化合理诉求。” 他
说。 此后， 这项服务机制也被逐
步细化， 成为了工作专班人文关
怀的重点工作。

今年5月12日， 刚刚结束入
境回京人员隔离点工作任务的邵
玉光进行了视网膜手术 。 两天
后， 还没来得及休整， 他就接到
了新的隔离点工作任务。 在这处
隔离点， 除昌平区隔离人员131
人外 ， 还包括房山区隔离人员
1420人， 隔离人员之多、 任务之
重前所未有。

重担面前， 主动担当。 邵玉
光带领工作专班落实人员转运工
作， 积极协调解决核酸检测、 房
间使用安排、 送餐保障等问题，
一直忙碌到凌晨4点， 才将人员
全部安置完毕。 躺下略略休息了
一会儿， 一大早， 邵玉光又早早
起床 ， 开始了新一天的准备工
作。

“集中隔离观察点工作专班
负责人 ” “临时党支部书记 ”
“防疫后勤保障组成员” ……这
些不仅是贴在邵玉光身上的 “标
签”， 更是军人出身的他刻在胸
口的无形 “徽章”。 “疫情不散，
我们不退。 风雨过后， 终会见彩
虹， 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邵
玉光不断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
代国企职工的初心和使命。

如果你问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临电管理组组长费志浩的办公室在哪里， 他会
告诉你就在工地上。 从16岁学徒开始，来北京的43年，他就在工地上坚守了43年。 如果你问他参
与过多少工程，他会说已经记不清了。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建工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项目见到了费志浩。 此时的他已经在现场
转了一上午，刚刚回到工地现场门口的集装箱房，坐下喝了一口水。

邵玉光 （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