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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赤道的斯里兰卡是个出名的热
带岛国，无四季之分，只有雨、旱两季。在这
里的十年里，浙江省建材集团海外工程事
业部副经理申晓春却早已习惯了这样终年
如夏的气候条件。他戴着一副眼镜，在项目
工地上穿着蓝中带白的旧工作服，他的工
作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背后常有一层白
色的盐霜。

经历过斯里兰卡连续8次恐怖袭击爆
炸，克服过今年三月在斯里兰卡爆发的新
冠肺炎疫情，他是项目工地上能自行设计
设备器具，解决I梁产品养护需求的工程
师；也是手把手教工人如何与国内家人进
行视频聊天，为工人亲自下厨房的暖心人。
申晓春曾先后荣获建材集团劳动模范、浙
建集团劳动模范和浙建骄傲·道德楷模等
荣誉称号，是《浙江建设投资》2017年第2
期封面人物。他是众多斯里兰卡 CKE、
OCH项目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工程建
设中平凡的一员，却用十年海外项目一线
经历书写出了属于自己“不平凡”的经历。

“走出去”的勇敢者
2009年4月，浙江省建材集团和中国

二十冶集团签订斯里兰卡国门第一路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项目（CKE）合作
合同，这是该集团成立以来承接的工程量
最大、周期最长的首个国外合作项目。该项
目的承接对集团走出国门，进一步拓展海
外市场积累经验，深入实施“走出去”发展
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斯里兰卡刚结束
内战，政治形势复杂，工作环境恶劣，愿意
前往斯里兰卡工作的职工并不多。经综合
研议，希望申晓春前往斯里兰卡发挥自身
优势和技能特长，协助项目经理做好预制
构件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申晓春没
有丝毫的推辞和含糊，耐心做好家人的思
想工作，克服种种困难，毅然来到斯里兰卡
投身海外生产一线。

斯里兰卡物质相对贫乏，合同中规定
由总包方提供的生产设备、材料、工具无法
及时到位，有些设备完全依靠国内采购，这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工期，也大大增加

了生产成本。申晓春立即动员项目骨干力
量，自行设计并制作出符合生产要求规范
的料斗、托板、方桩模具、生产台座、门吊控
制室和加工车间等设备器具。现场工人劳
动力严重不足，中国工人的用工成本很高，
他便琢磨起斯里兰卡当地劳工，积极探索
当地劳工的雇佣和管理工作，组建了一支
稳定坚实的当地劳工队伍。

2012年，CKE项目进入最紧张繁忙的
阶段，申晓春作为分管预制场的主管，白天
奔波于各个班组协调工作，针对当地监理
提出的各项疑问和要求，积极交流，逐一解
决；晚上伏案钻研，精心研究施工详图，制
定次日的生产任务计划。此外，中国二十冶
项目部通知工程竣工时间定于2013年10
月，当时主线工程施工进度还未过半，他心
急如焚，主动找到项目经理商议，组织技术
人员进行探讨并实施技改，提高了梁场台
座的周转效率，增加了月产量，最终提前两
个月完成CKE全线桥梁板的生产任务。该
项目荣获了全国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中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境外工程）、斯里兰卡
国家优质工程奖（总统颁发）等多个奖项。

“能吃苦”的奋斗者
在海外项目上，申晓春从未在项目班

组表现出畏难情绪。2015年，浙江建材顺
利承接斯里兰卡合同额达3亿的重点工程
—— 科 伦 坡 外 环 高 速 公 路 北 段 项 目
（OCH），申晓春作为项目经理参与海外工
程建设。OCH项目与CKE项目相比，工作
实施难度较大，业主全面监控、监理检查频
率更高，需在三年半时间内需要完成45万
立方混凝土供应和2984片I梁、512片空心
梁板的生产。投入使用制作I梁时，原有的
空心板洒水覆盖养护模式无法满足I梁养
护需求，若人工养护，每日需5人不间断持
续洒水，严重影响生产效率。为此，申晓春
组织项目团队，参考国内“循环喷淋养护模
式”，分析OCH主营地取水点和场地狭窄
等因素，与团队一起创新使用“直通式喷淋
养护”，成功提高I梁产品养护效果并节约
了人力。此外，他还创新使用计件与计时双

结合管理模式，优化了
中方和外籍职工薪酬支
付方式，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

2019 年 4 月 21 日，
OCH 项目所在科伦坡
地区发生8起恐怖袭击
爆炸事件。他第一时间
成立应急小组，立即盘
点现有的食堂库存、应
急材料，并做到每天预
留一辆加满油的车辆，
司机24小时待命。爆炸
后的第一次24小时现场
供料，斯里兰卡依然实
行宵禁，到处设有关卡
检查。他将所有工人安
置在营地，请当地警察
驻守，增加夜间巡逻人员，亲自带着管理人
员留在工作岗位，在当地警察协助下，在搅
拌站和施工现场两边跑，做好衔接工作。

今年三月底，斯里兰卡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申晓春第一时间按照两级集团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制定《海外工程事业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应急预案》，对斯里兰卡项目
部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所有项目部人员
擅自外出，每日对生活区及生产区、办公区
等所有区域进行消毒，进行体温监测，落实
一日一报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制。同时取消餐厅就餐，全体员工戴口罩自
带饭盒、碗筷，进食堂打菜回宿舍就餐。他
提醒所有人员分散办公或者在宿舍办公，
通过QQ或邮件进行业务联系。项目疫情
防控形势良好，至今没有出现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确诊病例。

“懂奉献”的暖心人
陪伴申晓春在斯里兰卡工作多年的

“老伙计”，是一个贴满了透明胶带的烧水
壶，同事想给他换个新的，他总是摆摆手
说：“修修还能用！”申晓春的工作服看上去
虽然旧，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他舍不得穿
新的工作服，却将其留给新进工人：“这里

刚好有一套！”生产中遇见难题，申晓春会
一个人在办公室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
着铅笔研究图纸。这就是大家眼里勤俭节
约、和蔼亲切、乐于助人的暖心大哥。

十多年来，申晓春在遇到关键的施
工任务时，总会主动放弃或推迟回国探亲
休假的机会，但他对职工的生活却格外关
心重视。他组织项目部的管理人员，手把
手教工人如何与国内家人进行视频聊天。
工人身体健康状况是他关注的重点，一旦
有工人身体不适就及时安排车辆送去就
医。酷热的中午，他常常亲自下厨，为员
工添几个拿手好菜。当地员工子女的教育
资源有限，他和他的团队从国内买来一些
图书、文具、玩具等分给大家。他还亲自
到超市购买礼物，走访困难员工家庭，给
予深切的关怀，为这些在斯工作的工人送
上温暖。

从斯里兰卡CKE项目到OCH项目，
申晓春始终坚持发挥基层管理者的效能，
生产技术者的专业素养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十年在斯路，他一步一个脚
印，干好本职工作，团结海外项目班组，
为企业走出国门贡献力量。

申晓春:十年海外护航 书写平凡建材人的“不平凡”
□通讯员 顾亚琴 徐安宁

2012年，习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
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他说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
梦”。是的，每个人都要有理想和追求，要有
自己的梦想。201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2020年全国劳模、中冶宝钢员工李
伟伟，就是这样一个有梦的人，怀揣着年少
的梦想，践行着奋斗的承诺，在嵊泗这个小
岛上默默耕耘，静待花开。

李伟伟用了20年，奏响了人生最华丽
的乐章。我们常说，“人生不仅有高度，还有
厚度”，其实只对了一半，人生还有更多维
度——宽度和温度。人生四度，李伟伟拿到
了“全满贯”。时代给了他一个舞台，他用他
的努力与付出，不负时代，他更用他的实际
行动践行着中冶人的精神，以梦为马，不负
韶华。

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
18岁那年，李伟伟踏进宝钢马迹山港

区，成为中冶宝钢一名普通的员工，那一
年，他赴上海宝钢原料码头学习桥式起重
机操作，一年后，他以卸船机驾驶员的身份
服务于亚洲最大的矿石中转深水港——
马迹山港。从此，他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
中冶宝钢劳模创新工作室、舟山市李伟伟
技能大师工作室、舟山市技能大师、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首届中国长三角地区劳模工匠创
新工作室，一份份殊荣，使他的人生踏上了
崭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
的时代，时代造就英雄。低调、稳健、坚韧是
李伟伟最鲜明的个性，荣誉的背后，是他多

年来的付出与坚
持。他刻苦钻研、善
于思考，他坚韧不
拔、迎难而上，他肯
于吃苦、乐于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扎扎实
实，步步为营，是他

日常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操作工到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些年，他荣誉无数，
掌声不断，但他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放下荣
誉，不忘初心，他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辛勤耕耘，他用他的“中冶梦”激励着身边
无数奋斗中的年轻人。

智慧创新引领专业深度
2019年4月，在首届“中国长三角地区

劳模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评选中，李伟伟
劳模（技师）创新工作室一路过关斩将，从
277家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271项创新成
果中脱颖而出，被三省一市工会授予首届

“中国长三角地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荣
誉称号。这是新时代赋予他的另一种使命，
一种不断创新、实现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目前，李伟伟带领着他的团队正以实
现智能化港口为研发方向，正在研发“千万
吨级散货港口智能运维系统”。此系统包括
两大块，一是无人机在铁矿石料场料堆估
料系统的应用，通过“无人机系统+AI+北
斗集成应用”实现料场智能化料堆估算，
2019年，该系统已完成研发投入现场试运
行，效果显著。二是建成港口智能管理集成
平台系统，该App有几个模块构成，在App
内可以实时查看生产全流程的作业概况，
了解生产报表等信息；提供皮带巡检人员
动态巡视轨迹，并能预测下一班的人员尖
峰投入、车辆设备的尖峰投入与现有人员
设备的缺口，便于管理人员进行预判；进行
故障点报警提示，使用后大大提高了人员
的作业效率，减少了皮带系统问题的发生。
该系统计划2020年投入现场试运行，并且

后期将会对该App进行系统完善和功能提
升。

创新的脚步不会停止只会加快。随着
“千万吨级散货港口智能运维系统”的逐步
研发成功，李伟伟和他的团队将为长三角
地区散货港口智能化、智慧化发展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工作室延伸成“孵化器”
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为

提升未来市场的可持续竞争力，适应现代
服务业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港口生产需要，
李伟伟肩负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排
头兵。

激发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磅礴力量，李
伟伟带领他的团队立足于提高生产效率，
有效协调现场生产过程，并以工作室为创
新“孵化器”服务于现场。群策群力，围绕马
迹山港区现场的设备设施改进、为员工创
造安全作业的工作环境、提炼现场作业先
进操作技法、工法项目开展一系列创新活
动。从 2014 年李伟伟创新工作室成立至
今，累计将70余条合理化建议应用到生产
一线，累计创造经济效益700多万元，参与
获得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奖项10项，省部级
以上科技创新奖项11项，专利授权1项、受
理4项，国家及行业期刊上发表论文3篇。
2018年，李伟伟工作室在现场检修作业实
际应用中摸索提炼出“输送带翻面的驱动
装置及技术”，大大延长了矿石码头输送带
使用的寿命，减少输送带物料成本达百万
元以上。此项发明技术现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工匠精神需要传承，更需要发扬。李
伟伟时刻牢记工作室技能孵化的作用，从
工作室成立至今已完成现场生产一线师徒
带教109名，其中51人取得高级工证书，工
作室成员中已有2人取得技师证书，2人获
得了舟山市技术操作能手称号。一代代传
承，一代代接力，为马迹山港储备更多的人
才是李伟伟目前的工作重心之一，他深知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他用自己最宽厚

有力的臂膀，呵护着一颗颗幼苗茁壮成长。
疫情面前彰显人性温度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病毒疫情牵动
全国人民的心，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打
响了。此时，宝钢马迹山港船舶资源集中到
港，生产负荷剧增，受疫情影响，人员相对
紧张。在中冶宝钢发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确保港区生产正常运行”的号召
时，共产党员李伟伟第一个响应，主动放弃
春节休假，坚守一线。

最是胸前一抹红，防疫前线争先锋。
特殊时期，关键在党，核心在党组织，主力
在党员。李伟伟作为一名老党员，义无反
顾，带领员工奋战在第一线。每天6点多来
到单位，跟踪落实生产作业区的人员配置
情况，及时协调休班作业区员工补位协助，
保证港区现场生产作业正常运行。作为一
名区域防疫负责人，李伟伟深知肩上的责
任重大，面对生产中随时有跟到港在泊装、
卸船船员接触的风险，他站位靠前，及时做
好员工防疫宣传，明确疫情期间必须加强
自我防护，现场、操作室、关键点定时定点
消毒，要求上外轮生产作业人员必须落实

“三戴”，即戴好防护眼镜、戴好口罩、戴好
手套。同时，每天上外轮进行检查落实，确
保生产、疫情防控工作两不误。针对返岛隔
离人员，李伟伟每天通过电话、微信和他们
加强交流、沟通，时刻了解他们的需求，做
好他们的思想稳定工作，并亲自上门解决
日常遇到的困难。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李伟伟践行着
他的防疫使命，用党员的光芒照耀着这个
寒冬，温暖人心。疫情面前，他彰显的是人
性的温度，更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干一行，爱一行”，李伟伟，始终把自
己的工作当成一种神圣的使命，无论在任
何岗位，都以最高的标准，展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让人生不断绽放光芒。他和他的团队
已经制定了新的工作目标，正秣马厉兵，蓄
积力量，踏上新的征程，他将用最高亢的声
音和瑰丽光华去谱写新时代的美丽华章。

潜心二十载 筑梦新时代
—— 记 全 国 劳 模 、中 冶 宝 钢 员 工 李 伟 伟

□通讯员 袁 力 龚晓娣

翻涌的海浪、斑驳的礁石记载着岁
月变迁、沧海桑田。向海而生，山海辉
映，在美丽的黄海之畔璀璨的明珠——
威海，中建二局二公司华东分公司副经
理何明东和他的“后盾”用辛勤和汗水

浇灌城市的高端建造，用心灵
的窗口感受建筑的灵魂。

对于项目团队来说，最大
的成就莫过于在这个美丽的城
市烙下深深的痕迹，一栋栋高
楼拔地而起，用双手筑起靓丽
的风景。对于“领头羊”何明
东来说，如何在千里之外的海
滨之城打一场胜仗，更多的是
需要“后盾”的包容与理解，
奋斗与担当。

他觉得一切都值得
“海之博大，山之沉厚，

隔海相望，最相思。”这是何
明东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也
是他写在孩子出生之时。5 年

前，中建二局二公司在山东威海新承接
了一个项目，作为公司项目管理的佼佼
者，无疑他是最合适的项目经理人选。

凌晨 3 点，何明东和他的战友们乘

着绿皮火车到达了威海火车站，空旷的
站台上，也只有他们一行 5 人在此下
车，停留在这座陌生的城市。

静，出奇的安静。一月末的威海很
冷。坐着一辆破旧的出租车，何明东和
他的战友们向项目部驶去，略显狭窄的
水泥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从长三角
到齐鲁大地，十余个项目的磨炼，二十
多年如一日，他一直坚持战斗和指挥在
一线，凭着一股韧劲，勇当“拓荒者”。

“对于建筑人来说，当高楼拔地而
起，当春节回家，看到妻儿微笑的脸
庞，这一切都值得。”在日常工作中，何
明东不断地向团队成员灌输着自己的

“梦想”，为大家憧憬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如今，何明东团结带领项目团队，

在担负的工程项目管理实践中取得了优
异成绩，项目盈利水平在公司各项考核
中名列前茅。何明东显然成了项目团队
的“定心丸”，也因此获评了“全国优秀

项目经理”荣誉称号。
她们也曾无私奉献

远在老家的亲人是他最踏实的“后
盾”，时刻呵护着温馨的小家，虽说工作
上不能给予过多的帮助，至少家里家外
让他少操心。

“工地上离不开，家人也十分理解，
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干建筑这行业就
是这样的，大家早有思想准备。”当问及
家里的孩子时，何明东叹了一口气。一
席平淡无华的话语间，透出了建筑人的
无奈，一次次日常平淡的交流，流露出
的是建筑人的铁汉柔情，更能体现的是
家人默默无闻的奉献与付出。

“我们可以照顾好家里。项目正在大
干之际，放心，家里没事！”随即，电话
另一端便响起了嘟嘟嘟……的声音。原
来，得知孩子患了肺炎，项目同事劝他
回家探望，何明东的家人硬是打消了他
回家探亲的想法。

人生如海，无所不包。就这样，在
何明东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妻子都会把
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照护的稳
稳当当。每天下班后，何明东都会挤出
些许时间与家人视频，云端解“乡愁”。

他们也是我的战友
“铁打的项目，流水的兵。项目就是

战场，你们也是我的战友。”在项目部开
展的“百日行、千日治”专项行动启动
仪式上，作为分公司副经理兼片区经
理，何明东铆足一股劲，慷慨激昂地总
结发言，赢得了项目在场 300 多名工友
的热烈掌声。

每到年关，对于项目农民工兄弟来
说，最幸福的莫过于拿到自己的工资，
提前回家过春节。有着25年工作经验的
何明东从一开始便把这项工作做实、做
细，为每一位农民工友办好工资卡，尽
早让他们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只有项目盈利，才能聚人心，干实

事。”在何明东的带领下，项目实际毛利
率8%，是公司盈利指标的两倍。这也意
味着，项目近 300 名“战友”不会因为
工资而犯嘀咕。今年 5 月开始，农民工
工资有专门法规保障，这对于何明东来
说，又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工资发
了，大家的心更齐了，项目也就更好做
了。

“他们是我的战友，在项目部的任何
一个节点，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没有
他们的付出，就没有项目今天的荣耀时
刻。”正是有这样的团队“领头羊”，项
目团队成员也更加敬业和团结。项目总
工潘红力患了重感冒，依然扯着嘶哑的
喉咙在工地上纠正工友操作方法；办公
室练鑫被钉子扎破了脚，简单的包扎，
又坚持着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工作岗位；
还有的直到结婚前两天依然战斗在工作
岗位上……或许，这就是党员先锋榜样
的力量！

风再起,潮头上知向谁边。在东方
“好望角”，正是有了包容与理解，奋斗
与担当，何明东和他们的坚强“后盾”
与这座城在山与海之间并肩前行，用实
际行动践行这“敢打仗、打硬仗、打胜
仗、做智者”的苍狼精神。

黄海之畔：何明东和他的“后盾”
□通讯员 秦 闯

【人物名片】
陈国泉，高级工程师，1960 年出生于浙江上

虞。1979年参加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分公司武汉办事处主
任、项目党支部书记。

41年来，陈国泉曾担任杭州香溢大酒店、中国
美术学院、江西新余体育中心、嘉兴南站、绍兴北
站、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等10余个重点项目的安
装项目经理，其中 8 个工程摘获省级“钱江杯”和

“安装杯”。他本人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优秀项目经理”“浙
建集团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陈国泉怀揣着对建筑事业的无比热爱和满腔热
血，不忘从业初心，始终坚守在项目基层最前线，时
刻将项目部上的大小事放在心上，攻克一个又一个重
点项目难关，赢得大家的交口称赞。

年届六旬的陈国泉就要退休了，至今依然坚守岗
位。虽然已到花甲之年，他却没有选择安逸的“半退
休”生活，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每天早早上岗

“开工”，是大家眼中备受尊敬的“老陈”。
身先士卒

援外期间站好每一班岗
1987年1月，陈国泉接到集团参与国家经济援助

工程建设的指令，远渡重洋，奔赴伊拉克参建辛坝办
公楼、121套及大使馆维修等政府工程，一待就是三
年。

“那年我妻子怀孕8个月，她见我十分坚定，总
少不了抱怨一通。”面对妻子心疼的“责备”，老陈只
能反复劝慰。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劝阻，毅然成为第一
批“走出去”的一建工匠。来到异国他乡，面对环境陌生、语言沟通障碍、饮
食文化不同等现状，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带领大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伊拉克常年刮西北风，冬季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刺骨的寒风夹着冰冷的
雨点总能把人裸露在外的皮肤刮得生疼，甚至会被呼啸的风刮得摇摇晃晃。有
一天，集水坑管道突然破裂，水不断从管道中涌出，伊拉克的建筑工人们显得
有些手足无措。老陈见状，立刻飞奔过去关掉阀门，拎上工具包，跳入1米多
深的水坑中开展维修。

当时，管道淹没在混沌的水中看不清，老陈只能蹲在水中摸索，此时伊拉
克的冬天是呵气成霜，一个多小时的维修冻得他瑟瑟发抖。“冷还可以忍受，
但安全生产不是小事。”此后，老陈带头起夜检查项目用电房电闸、钢筋棚加
工、高支模架等设备。

走心服务
百姓的笑脸就是最好的褒奖

“你们一建人，真是好样的！”2006年9月，在江西省新余市文化健身广场
项目顺利验收那一天，新余市副市长激动地拍着老陈的肩膀，朝他竖起大拇
指，连连说了三声“谢谢。”

2005年，江西省新余市文化健身广场项目正式开工，包括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场、训练馆、网球馆等建筑，是完善城市功能投资建设的重点工程。
在老陈的记忆中，该工程只有400多天的建设工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项目。临危受命的老陈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在心里发誓：要
漂漂亮亮地完成这项大型公共事业工程，为江西省第十二届运动会的顺利举行
做好准备，在当地树起品牌。

施工中，老陈积极响应当地政府提出“奋战480天，确保省运会顺利举
办”的口号，和他的项目团队奋力推进该项目的建设。他顶住压力、严保安
全、狠抓质量，从进场的材料合不合格，到建筑工人工作到不到位，每个环节
他都从源头做起，还经常组织召开安装施工专项会议，每次发现漏洞，立即整
改，绝不拖沓。叮叮叮……刚处理好一项细节，老陈的手机又接连收到好几条
消息，另一处问题又需要帮助解决。有一个星期，他就这样忙碌着，每天平均
只睡3个小时。

“我就希望拼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群众幸福感都高点，看着他们开心
时的笑脸，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老陈说，当时他婉拒了电视台的采访，表
示自己就是普通建筑人中的一员，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大家最大的回馈。

兢兢业业
这位老前辈心里总装着“事”

几十年的磨砺，让老陈成了施工一线的一把尖刀。很多时候，老陈就像
“及时雨”，每次都能解决项目安装领域的燃眉之急。

2013年，老陈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15000座机电
安装工程的项目经理，承建亚洲最大的网球馆。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标志性工
程，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老陈肩负的担子可想而知。

工程一开始，老陈就成了每天来现场最早的那个人，绕着工地走路最多的
人。地下室空调主机吊装不下去，他心急如焚，马上召集项目技术骨干，一天
一夜不睡觉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每当大家劝他休息一下的时候，他总说，网
球比赛顺利进行了，睡得自然就踏实了。

2015年9月23日，网球比赛如期顺利开赛。老陈和他的项目团队在一旁
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段时间，心里装的都是这个项目要按时竣工的事，每分
每秒都在想着，跟着了魔似的。”老陈说，一建人为这座球馆洒下了太多的汗
水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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