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时段，
约有2万名乘客从北京地铁天通
苑站进站乘车。 乘客们安全顺利
乘车的背后离不开车站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

早上8点30分，天通苑地铁站
丙班值班站长王静已换上工服踏
入车站，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正值
雨季， 每一次汛情的到来都让她
倍感责任重大 。 在班前会上 ，
王静细致地安排了工作重点。 她
向班组成员强调说： “‘七下八
上’ 正是防汛关键期， 大家接班
后再把各岗的防汛物资清点一
遍， 今天预报有雨， 各岗提前做
好准备。”

拿起手台、 带上钥匙、 挂上
记录仪， 王静在班前会上交代完
工作后， 开始对车站进行巡视 。

值班站长就像站内的 “全能管
家”， 需要为各项工作把关。 班
组人员分工、 巡视车站、 为乘客
答疑解惑、 服务重点乘客……随
处可见王静忙碌的身影， 她用细
致入微的工作态度， 确保车站的
日常运营顺畅安全。

收到暴雨橙色预警时， 王静
迅速通知各岗位职工， 立即来到
地铁站出入口检查沙袋的摆放情
况。 在确认沙袋摆放有序后， 她
又前往售票室检查雨衣的准备情
况。

14年前， 进入北京地铁工作
的王静从立水桥站区的实习生干
起，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一路成长为值班站长。 她在工作
中总是想乘客之所想， 急乘客之
所急 ， 热心主动帮助每一位乘

客， 以贴心、 细心、 热心对待工
作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
事， 用真诚的服务展现了地铁职
工的风采。 工作14年来， 她多次
受到公司表彰， 良好的服务也得
到了乘客的充分肯定。

“不断提升服务标准， 持续
改进服务水平， 是我十年如一日
努力的方向。” 王静坦言， 在初
入职场时， 面对诸多未知， 她常
常感到迷茫， 正是师父们的悉心
指导和言传身教为她拨开 “迷
雾”， 成为她一路走来最宝贵的
“财富”。 她说： “在开始时， 我
通过模仿和反复实践逐渐熟悉了
工作， 而后再遇到问题时也能迅
速理解并解决。 这一代代师徒间
相传的经验和技巧， 现在轮到我
们这一代继续传承了。” 王王静静 （（右右））

□本报记者 周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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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
城市中，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以
砖瓦为笔， 以汗水为墨， 在城市
的版图上勾勒出一幅幅壮丽的建
筑画卷。 马明就是其中一员———
一位在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建工一
建”） 工作了近20年的资深项目
经理， 他匠心筑梦， 砥砺前行的
故事， 正是千千万万建筑职工奋
斗历程的缩影。

技术创新
攻坚克难屡创佳绩

1981年， 马明出生于北京一
个普通的家庭。 他的母亲是一名
临电工人，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
对建筑有着特殊的感情。 怀揣着
对建筑的热爱与梦想， 马明毕业
后毅然加入北京建工一建。

初入职场， 马明被分配到了
东花市国瑞城项目。 这是一个总
建筑面积达22万平方米的大型住
宅项目， 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
个重大挑战。 面对复杂的施工环
境和紧张的工期要求， 马明凭借
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懈的努
力， 迅速成长为项目上的技术骨
干。那段日子，他几乎住在了工地
上，白天深入一线解决技术难题，
晚上埋头于图纸和资料中， 通过
不断学习和实践提升专业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明逐渐
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项
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 他参
与的大兴西红门综合商业区、 望
京体育馆两个公建项目， 无一不
是技术难度高、 施工要求严的标
志性工程。 特别是在大兴西红门
项目中， 面对国外团队设计的外
立面没有配套施工图纸的难题，
马明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通过绘
制144张分解图、 现场施工指导
图， 成功攻克了技术难关， 确保

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这一项目的
成功， 不仅赢得了甲方的高度评
价， 也为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市场
口碑。

2017年， 马明迎来了职业生
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首次担
任项目经理负责西沙屯棚改项
目。 该项目是北京建工一建第一
个装配式建筑项目， 马明带领团
队积极探索新工艺、 新技术， 成
功实现了四天一层的施工速度，
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数字转型
引领行业新风尚

近年来， 随着建筑行业的不

断发展， 马明深刻意识到数字化
转型的重要性。 在负责东升科
技园 L25项目期间 ， 他大胆尝
试 管 理 改 革 ， 推 动 项 目 数 字
化转型 。

“东升科技园项目的管理
实践解决了多年来困扰我的一
个问题， 就是老牌国有企业在人
才 年 龄 断 层 的 情 况 下 ， 如 何
实 现 技术的无缝衔接 。 ” 马明
说。

马明毕业的时候， 正值国内
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之时 。 当
时， 许多同专业的同学在国有企
业锻炼几年， 掌握了技术能力，
就被房地产企业以高薪挖走。 这
导致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 企

业内年轻人与老师傅之间形成年
龄 “断层”， 建筑人才青黄不接。
马明带领的团队就存在着有经验
的老师傅纷纷退休、 新毕业的大
量年轻人无处学习前人积累多年
的技术工法的问题。

怎么办？ 马明带领团队将多
年的管理经验通过表格化、 数字
化的方式体现出来， 形成了一套
高效、 精准的项目管理体系。 这
套管理体系不但囊括了技术工
法 、 施工流程等一系列专业内
容， 还将安全生产、 管理规范等
纳入其中， 形成了全方位的数字
化管理体系。

如果说每一项工作是一条
线， 那么数字化管理体系就是一

张网， 将各条线连接起来， 井然
有序。 借助这一方法不但实现新
人到了项目就能快速上手， 而且
施工效率也呈现几何级提升。

马明介绍说 ， 数 字 化 管 理
体 系 虽然在初期遭遇阻力 ， 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帮助项目实
现管理效率提升的优势逐渐显
现， “刚开始时其实是有反对声
音的， 但是在试行半年后便得到
集团的助推。”

展望未来
匠心筑梦砥砺前行

“项目上的 ‘90后 ’ ‘00
后’ 职工比较多， 非常有活力，
也更有创新精神。 我想打造一个
无压力、 群策群力的平台， 引导
大家共同探讨、 参与决策， 帮助
大家实现知识与经验并进。” 在
马明的带领下， 目前东升科技园
L25项目共有7名一级建造师、 2
名高工、 3名研究生， 是北京建
工一建一级建造师最多的项目
部。

马明特别注重项目团队的学
历提升 ， 他会在日常组织读书
会 ， 并为班子成员推荐图书 ，
“我们那个年代， 干这行的大学
生不多。 刚来工地的时候， 老师
傅都喊我们 ‘大学生’， 其实是
带有一丝丝贬义， 觉得大学生吃
不了苦， 干不了几天就得走。 我
就偏不信这个邪。” 回望过去近
20年的职业生涯 ， 马明感慨万
千。 他从一个青涩的毕业生成长
为一名资深的项目经理， 经历了
无数次的挑战与磨砺， 也收获了
无数的荣誉与成就。 但他深知，
这一切都只是新的起点。 未来，
他将继续秉持匠心精神， 深耕建
筑行业， 不断探索新技术、 新工
艺、 新模式， 为北京的城市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

匠心筑梦 砥砺前行
———记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马明

地铁车站的“全能管家”
北京地铁天通苑站丙班值班站长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