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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宿州，骄阳似火。在中煤第
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锦绣华府项目施工
现场，机械轰鸣、人来车往，一片繁
忙。一个身材瘦小、脸庞黝黑的汉子，
时而查看施工工艺，时而叮嘱施工事
项，心细如针，走走停停，那精神抖擞
的模样，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

他，叫张建栋，现任锦绣华府项目
技术副经理。领导眼中的他，实干负
责，雷厉风行；同事眼中的他，工作踏
实，为人热情。自2010年参加工作，张
建栋已经在施工一线坚守了11年，参战
多个重点工程建设。热爱工作、技术过
硬、个性专注、又能吃苦，这是领导和
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善于钻研的“学习狂”

张建栋在校时荣获国家奖学金、省
级三好学生，是老师同学心中的“学
霸”，参加工作后依然保持着那股钻劲
儿，成为了同事口中的“学习狂”。原本
研读工程技术专业他，本身便对工程技
术研究有一种迷恋的情结。在工作实践
中，他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远远不够

用。于是，他省吃俭用，用自己上学时
积攒的奖学金自购专业书籍进行学习。
不论酷暑寒冬，还是工余饭后，都是他
伏案攻读，埋头自学的时间。通过刻苦
学 习 ， 他 熟 练 掌 握 了 3DMAX、 广 联
达、Project、PKPM等软件的运用。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广泛应用，张
建栋在工作中努力钻研，抽空便带领技
术组去兄弟单位学习，掌握新的施工工
艺和施工流程；晚上回到项目部后，拿
出作业指导书，对照白天的作业项目，
将理论知识进行重新归纳整理。张建栋
还爱琢磨，遇事就要弄出个所以然，看
到好的做法就记录下来，在工地上实践
一番。正是凭借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和
踏实肯干的态度，使他迅速成为企业独
当一面、业务精湛的技术能手。突出的

工作成绩先后赢得了七十二公司优秀员
工、十佳青年、十佳技术人才；中煤矿
山建设集团“青年岗位能手”；中煤建安
集团安标化建设先进工作者、先进个
人、优秀技术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敬业奉献的“好榜样”

冲锋在施工一线十余载，从内蒙神
华北电项目到河南信阳项目，到宿州大
泽小区项目，再到现在的锦绣华府项
目，对于组织分配的工作，张建栋从来
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不管工作如何急
难险重，始终如一地埋头苦干，被众多
项目经理称为敬业奉献的“好榜样”。

年初，因工作需要，张建栋临危受
命，加入锦绣华府建设大军。作为建安
集团重点工程项目，工期紧、任务重，

进场即大干，认准了自己的“责任
田”，张建栋也迅速地投入到了“战
斗”状态，为了能够按期完成任
务，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办公室
挂设“小白板”，建立树状图和网络
图，对工作上需完善的任务及时规
划，由简入繁，先易后难。同时，
带领项目技术组认真编制方案，破解施
工技术难题，研究新的施工工艺，积极
探索“精益建造”，确保了工程安全优质
快速推进。

项目大干阶段，张建栋的工作状态
被人有趣地归纳为“白加黑，五加二”。
他的生活没有娱乐，没有对家人的陪
伴，每天沉浸在施工现场，皮肤更加黝
黑，以前时常运动练就的紧实肌肉也不
太能看见了。加班加点的时间换来了诸

多新工艺、新技术的创新应用，使得该
项目“一体化施工模式”经济效益初步
显现，不仅在该公司内部形成“热岛”
效应，也引起上级集团及兄弟单位、地
方建管系统强烈关注。目前，该项目已
顺利通过宿州市安标化验收，树立了企
业的良好口碑，提升了公司区域品牌形
象。

坚守初心的“书法家”

工作以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公

司对员工兴趣爱好的重视，加之自身硬
朗的钢笔字功底，张建栋书画技法得到
进一步锻炼与提升。感恩企业栽培，他
常常将“中煤情、艺海梦”寄于书画
中，先后在建设集团“颂党、颂祖国、
颂中煤”“喜迎十八大”书画摄影展及建
安集团成立“六十周年”书法比赛中获
佳绩。同时，他当选为宿州市书协会
员、湖南省书协会员、中国慈善艺术家
协会会员等。习书之余，张建栋不失博
爱之心，把中煤大爱之情进行传递，一
直关注残疾人及中国老龄人的事业。
2015 年，在全国“弘扬孝道，翰墨铸
情”书画家义展义卖中，他将自己的作
品进行了捐赠。“只要有能力，我会一直
坚持下去。”张建栋紧了紧安全帽，笑着
告诉笔者，目光中满是坚定。

十年如一日，张建栋始终坚守初
心，在中煤这片有雄厚文化意蕴的大海
中神思遐飞，彰显了当代年轻职工的精
神风貌；扎根中煤，让建筑与书画齐
飞，用年轻人高度的责任心、顽强的意
志力、充满诗情的笔墨点缀精彩的中煤
人生路。

“小身板”蕴含“大能量”
——记中煤第七十二工程有限公司锦绣华府项目技术副经理张建栋

□通讯员 许亚绒

故事发生在2010年的正月十一，那天我背着双肩
包，手上拎着一只行李箱，独自走出芜湖火车站的出站
口。出站口广场不大，低矮的楼宇之间吹来一阵微微的
凉风，只见芜湖的天空很蓝很蓝，这将是我人生中新的
旅途。

我刚开始工作的地方叫中国二十冶基础工程处，
对于项目部是什么样子，我心里完全没有一个概念，就
在我迷茫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时，只听到一个小伙
儿喊我的名字，我寻声望去，看见一个桑塔纳轿车正向
我驶来，副驾驶坐着的正是喊我名字的办公室主任，而
开车的人是一个留着浓密胡须的中年男人，看起来50
岁上下，1米75左右，双目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却
又不失亲切，他的胡子看起来有半年没有理了，又黑又
浓，而且是炸着的，于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名字
叫切格瓦拉，他是一个革命者，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个满
脸胡须的形象是因为母亲去世。“人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正是我故事的主角——当年
叱咤建筑公司的风云人物之一建筑公司老项目经理姜
志勇。

车子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姜经理从车上下来，直
接去后面打开了后备箱。我卸下双肩包放在后备箱里，
然后拎起行李箱也放了进去，就在我将要移步的时候，
姜经理伸出了手，我连忙握住他的手，竟一时不知道说
什么好，紧接着他先说话了：“你好，我是姜志勇。”我并没有想过这样的开场白，
竟是如此简单明了，半点寒暄也没有。我竟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去接话了。

我的脑海立刻飞速运转起来，思考应该怎么接话，片刻的恍惚后，我略作镇
静地回答道：“基础工程处，施立军。”此时我又想起了在离开上海去芜湖之前，我
的师父说的一句话：“到了项目上要改一下你的脾气，姜经理的脾气跟你差不
多。”是啊，果然是快人快语。

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认识的，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到了项目部之后，我担任的是技术质量部部长职务。坦白讲，我毕业三年来

一直在基础工程处工作，那时候每天围着一个30多米深的大坑，都是地基与基
础部分，对正负零以上的房屋建筑是什么样子的，压根就没有任何概念。我的压
力是巨大的，因为项目那时未正式开工建设，就这样我艰难地度过了一个月。我
觉得我似乎应该学点什么，免得开工之后手忙脚乱，于是我开始每天翻看房屋建
筑验收规范汇编。

大概过了十几天，有一天早上，我正在水池边刷牙，眼睛余光看到姜经理从
项目部大门进来，我并没有在意，刷完牙之后，我径直向2楼办公室走去。就在我
上完楼梯将要踏到二层过道的一刹那，“站住”，只看见姜经理站在2楼的楼梯
口，手背在后面，拉低了声音问到：“现在几点了？”“7点58分。”我环顾四周，确信
这是问我，便随口答道。“你记着，以后要是8点零1分到办公室，你就给我卷铺盖
走人。”“知道了，不会的！”我无所畏惧地回答道。说完我继续往办公室走去。当我
刚一坐下的时候，我办公室的一个老师傅笑眯眯地问我：“姜经理是不是训你
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那还用问吗？”

久而久之，我逐渐明白姜经理这一番良苦用心，他不仅要遵守公司的制度，
也希望我们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养成良好习惯、为往后打下坚实的基础。

时间又过了几个月，基坑已经挖开了大半。有一天，工地现场大雾，可见度不
足30米，我正站在土建六队基坑边上，只听见对讲机里喊我的名字，喊我名字的
是项目部的测量员张晓斌，他在对讲机里问我，塔吊的加强节露出混凝土基础的
部分，有一些部位都掉漆腐蚀了，是不是当时打混凝土的时候忘了刷漆。我回答，
验收塔吊的是安全经理时师傅的事情。我话音刚落，就听见对讲机里姜经理喊

“小施，小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诚惶诚恐地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立定站稳，
拿捏好情绪，等着飓风暴雨的来临。

“验收塔吊基础不是你的事情吗？钢筋，螺栓，定位……”他又略一停顿，继续
说：“这不仅是安全部门的事情吗？也是你技术质量部的事情。”“我以为塔吊验收
是安全部门的事情，因为我验收完钢筋的检验批被时师傅要走了，他说要去塔吊
报验，我想塔吊的事情是安全部管的。”我来不及多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一通说
了出去。

“你验收钢筋就没看见塔吊加强节生锈？”他此时似乎有点斜着脸，表情严肃
地看着我，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这事你不管吗！”这时候，我也大概明白了他
的意思：在项目管理中，大家是一个整体，没有份外之事。他常说：“不管是工作、
学习还是生活，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态度。”凡事就怕“认真”二字，每个人的天赋、
智力或许有差异，但只要以认真、专注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就一定能把事情做
好。

就在我发愤图强，努力上进，在业务方面有一些起色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
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是从我来到中国二十冶项目部的两年后的某一天。中冶
置业年底召开大会，要求各个项目的总工说说过去的不足，分享一下当前的管理
经验，畅享一下明年管理思路。当时我们项目的总工程师正好请假回家了，于是
姜经理让我代替他去演讲。那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对着一百多人讲话，抬头看见
黑压压的人，下面坐着领导和分包老板。起初我是紧张的，但是上了台站定后，我
发现瞬间轻松了很多，我讲完之后会议厅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那天吃过晚饭，在回项目部的路上，姜经理第一次见他面带微笑，语重心长
地对我讲：“没有人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证明你是个啥样的人。”片刻微
笑后，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今天你的表现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夸你，以
前我都是训你。说实话，我跟你没有仇，我骂你是恨铁不成钢，我也知道你几次都
想走，但是你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很好，我相信你能坚持下来。”

总的来说，姜经理亦师亦友，现在虽然退休好多年了，但是他一直是我心中
的榜样，他不仅为我树立了正确的工作思路和目标，而且影响了我一生。现在我
也是一名项目的项目经理，不管走到哪里，时刻牢记姜经理教我的24个字——

“善谋快断、稳定大局、内强素质、外朔形象、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以汗水铸就
“硬气”，以宽容凝聚“人气”，以担当展示“豪气”，以厚道化解“怨气”，以坚持诠释
“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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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华文是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中建不二”） 项目上的
一名员工，今年刚刚获评湖南省2020年
湖南省百万职工重点建设项目劳动竞赛
优秀个人。

他皮肤黝黑，模样憨厚，总是拿着
一个小小的本子和一支笔在项目现场检
查施工，常常走几步就停下来，看着一
旁的构造柱便不停做着笔记。常年在项
目现场协调各方的他，总是揣着两个充
电宝在身上，撑的裤兜鼓鼓的，同事们
总爱打趣：“侯哥，你充电宝简直长身上
了！”于是他便有了“充电宝哥”的绰
号。

快速融入，干出“五局速度”

2019 年 2 月初，侯华文来到公司报
道，3 月便被分配到岳阳惠普打印机项
目。作为一名“新员工”，即使有着相同
的工作经历，侯华文依然被这个“超级
工地”震撼住了。

岳阳惠普打印机项目总占地面积超
过1100亩，而项目上有十几栋大厂房正
在同时开工。

侯华文一只手垂在裤缝边轻轻地拍
打着裤腿，一只手揉搓着眉头：这个项目
不仅占地面积大、单体建筑多，工期还非
常短。在300天的总工期中，留给外幕墙
施工的时间只有90天。这让他有些头疼。

第二天一早，侯华文带着一个小本、
一支笔，穿戴整齐地疾步穿梭在工地的楼
栋间，逐个请教栋号负责人，了解土建工
程进度，那个小本上则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各楼栋的生产情况。行动总比踌躇有用，
项目团队十分佩服“侯哥”的快充能力。他

“电量不足”，垂头丧气的时间总是短短地
一阵，很快便能斗志满满的跑起来。

度过项目初期的磨合、熟悉和了解，

侯华文开始规划接下来的施工进程。他
深知“事情再多，也只能一件一件去落实
解决”，于是每天夜晚总能看到他伏案做
工作计划的身影，项目上常常事多繁杂，
为了避免自己遗漏，他常常准备个小本将
工作一一做好记录，第二天随身携带到
工地一边工作一边一项项进行销项。

后来，在这个被称为“五局速度”
的大工程上，侯华文有了2天磨破一双
袜子，3 个月磨破两双鞋的故事，他的
微信运动平均每天接近3万步，常年占
据着朋友圈第一名。

较真认真，控出优质工程

作为项目总工程师，侯华文对生产
工作可谓是全盘掌控，招招到位。每天
一早，侯华文就会带领着项目管理人员
开展安全早会，各班组的劳务工友也在
这雷打不动的清晨警钟中将安全生产牢
记入心。

“履约为先，质量为王。”这是侯华
文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工作的行动
指南。为了严格把控质量关，侯华文每
天踩着一双旧鞋，一脚深一脚浅地在现
场巡查、做记录，他严格要求劳务队每
完成一道工序必须进行验收，通过后方
可进行下道工序。对重点区域和部位侯
华文则会重点进行实测实量，每周带领
项目管理人员和劳务管理人员进行一次
质量活动，晚上总结分析现场存在的质量
隐患，提出解决方案，对可能再次出现的
同类问题进行提前筹谋，将风险卡在源
头。

侯华文回忆当时常常清早就去了现
场，夜色已沉才回到办公室进行总结，
由于工程体量大，外幕墙施工种类多，
十几个劳务分包队伍需要后华为对接协
调，平均每天需要接打的电话超过 150

分钟，为了手机的续航不耽误
事，他只能准备2个充电宝随
身携带。

“我的充电宝既能给手机
充电，还能给我自己充电。手
机有电，劳务分包能跟上，工
程就能持续推进，就能保障履
约。”

在这段节节攀登的时光
里，侯华文始终用脚丈量目标
方向，用细节严控各个环节。最
终，岳阳惠普打印机项目先后
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工程”和

“湖南省优质工程芙蓉奖”，为
中建不二的奖项陈列室再添熠熠光辉。

逐个击破，越过困难重重

刚刚结束惠普打印机项目的收尾工
作不久，侯华文就接到调令，连轴转赶
到岳阳华为项目抢占12.5的重要节点。

这是一个问题明确难度大的项目：
工期短，交叉作业多，施工场地拥挤。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材料堆放问
题。侯华文简单整理思路后便亲自找到
总包单位执行经理，再三地沟通协调后
在项目部的旁边规划出了一块场地堆放
材料。为了降低交叉作业对施工的影
响，侯华文每天都亲守在现场，依旧带
着他那两个充电宝，时刻奔走各方协
调。面对30天需要完成30000多平方米
的外幕墙施工，侯华文十分强调计划的
重要性。他亲自制定倒排工期计划，并
将其分解到周计划，再细化到日计划。
正是在这种紧锣密鼓，严丝合缝的计划
下，项目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11 月中旬的岳阳，天气开始转冷，
阴雨延绵不断，对现场的施工和安全造
成了极大影响。侯华文第一时间组织项

目管理团队及劳务负责人进行商讨，会
议持续近四个小时。“既要保质保量履
约，更要保障劳务工友的人身安全。”在
侯华文的提议下，项目部采购了大量的
彩条布进行遮盖，并为劳务工人准备雨
衣，将天气对施工作业现场的影响降到
最低。

那段时间，侯华文连续十五天每晚
值班的凌晨三点，项目管理团队、劳务
分包的负责人、作业一线的劳务工友都
被他无声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所影响，整
个项目部拧成一股绳，力向一处使。到
最后，侯华文熬到声音嘶哑。

一路的艰难险阻，一路的披荆斩
棘，岳阳华为项目最终在12.5节点的前
一天保质保量完成履约。业主高度赞扬
项目团队在冲刺节点的时期表现出的

“不二力量”，还送来“攻坚克难、保质
保量、央企风范、说一不二”的锦旗，
同时也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和一致认可。当被问起他这两个项目干
下来是什么感受时，他语调缓缓：“要说
不辛苦是不可能的，但我热爱这一行，
以后也会继续好好干。”

工地“充电宝哥”的自我修养
——记中建不二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中韩合资智能显示标准化厂房项目总工侯华文

□李妮蔓

他是同事眼里的“拼命三郎”，从南
国到北疆，从高原到戈壁，足迹横跨半
个中国；从亚洲最高佛塔到青藏高原空
中交通枢纽，从摩天大厦到飞机维修
库，他参建的工程累计斩获詹天佑奖、
国优奖、钢结构金奖等 9 项国家级大
奖；他是队伍的带头人，扎根青藏高原
10 年，缺氧不缺精神，吃苦不怕艰苦。
湟水河畔，昆仑山下，用坚守诠释着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正如戈壁荒漠中顽强
生长的骆驼刺一样，在烈日、严寒、干
旱恶劣条件下，顽强地守护着大地，在
青藏高原绽放出了最美的花朵。他就是
陕建集团优秀党员、陕建机施集团青海
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甘顺成。

“手”战告捷

2003年甘顺成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进入厦门太古飞机维修机库工地。
厦门天气变的比翻书还快，台风更是“常
客”。在工地转一圈人就跟水里捞出来一
般，一个月下来甘顺成了“非洲人”。从测
量放线做起，他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担任
施工员、技术负责。后来甘顺成就又被“点
将”派到了法门寺工地。法门寺合十舍利
塔是陕西省的重点项目，“舍利塔”为双手
合十造型，高148米，下部外倾夹角达54

度，复杂的结构在国际都属罕见。其中“双
手”合十部位钢结构施工难度堪比“鸟
巢”。甘顺成就负责合十塔“手掌”的钢结
构施工。高空立体交叉作业，安全风险非
常大。甘顺成每天盯在现场指挥，工人三
班倒，他也“连轴转”，没有歇过一天。最终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用钢量达1.6万吨的

“双手”成功实现“合十”。该工程荣获詹天
佑奖、国优奖，并被评为中国钢结构金奖
十大工程之一。后来，他还负责了集团首
个超高层项目——延长石油科研中心大
楼钢结构工程施工，由他编写的《降低大
型钢柱柱基锚栓组安装偏差》获得全国
QC成果一等奖。

进军高原

2011年6月，单位中标西宁曹家堡机
场二期航站楼工程，该工程是青海省重点
工程，也是陕建机施集团“进军”青藏高原
的第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干得好坏与否决
定着集团能否顺利打开青海市场。

甘顺成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
拿到图纸后，他一下子就“蒙了”，航站
楼造型独特、结构十分复杂，每根柱子
呈“V”字形状，没有支撑体系，底部
为活动支座。如何解决14榀“V”字型
桁架柱的吊装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
难题。为此甘顺成熬了几个通宵，反复
推演，策划方案。最终在施工面操作平
台铺设轨道，设计了可“行走”的塔
吊，巧妙利用“双机抬吊”，成功解决了

“V”型柱吊装难题。当时第一跨结构吊
装足足干了一个多月。2012年夏季，西
宁遭遇五十年不遇的降雨，更是给施工
雪上加霜。业主担心，照这样速度干下
去工期至少得一年半。

因为是扩建工程，项目还面临着不
停航施工的困难。项目距离机场跑道不到
100米，一丁点差错都会影响到飞机的正
常起飞，后果不堪设想。一次塔吊上的警
示灯出现故障，夜里12点指挥部电话打
给了甘顺成，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即连
夜组织检修，最终没有对机场造成不利影

响。
2012 年 3 月份，航站楼区域施工告

急。一天晚上，天空飘起雪花，气温骤降至
零下18摄氏度，200多米的电缆线必须尽
快铺设。夜色越来越深，雪越下越大，甘顺
成喊起来所有管理人员。领着30多号劳
务人员，借着手电筒的微光，两人一组用
棍子抬着比胳膊还粗的电缆一步步往前
挪动，一直干到深夜2点多才就位。这时
候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所有人都累得头
上直冒“热气”。

工作面打开后，甘顺成利用西宁昼长
夜短的有利条件，每天安排施工三班倒，
人歇机不停，一直干到年底。湟水河畔，他
和同事只用了短短8个月就完成了主体
施工，在五个标段中率先完工。2013年该
工程被评为中国钢结构金奖，在青藏高原
竖起了陕建机施品牌。

昆仑山下

山是棕色的，地是灰色的，人是黑色
的。这是格尔木机场项目建设时的场景。

格尔木机场改扩建工程是青海十二
五重点工程，2016年拿到中标通知书后，
公司领导却发起了“愁”，派谁去？格尔木
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近3000米，90%
的土地是荒漠地带，地上不长草，风吹石
头跑。当地人说，“到了格尔木，氧气吸不
住。到了昆仑山，两眼泪不干”。不少人都
望而生畏。甘顺成二话没说，带着2名党
员就去打前站。

工地位于荒凉的戈壁滩，无水无电无
网。3 个人搭伙干了四天，才把临时围挡
建好，不到15天，项目部建好了，他们脸
上却褪了一层皮。接下来的日子里，缺
氧、胸闷、头痛，甘顺成头疼欲裂，夜
晚难以入睡，后来就落下了耳鸣的毛
病。每天早上起来，鼻孔流血，2 个月
甘顺成瘦了13斤。

这里年降雨量仅30多毫米，蒸发量
却高达3000多毫米，项目部一颗小草也
格外“珍贵”。空气严重干燥、许多人嘴
唇开裂。当地人开玩笑说这里一年只刮

两次风，一次刮半年。沙尘暴袭来，两
米开外看不见人，一场雪直到第二年春
天才能化开。全年有效施工时间不足 8
个月。92摄氏度的水就开了，面条只能
吃“八分熟”，一个月只能进城洗一回澡
……施工条件异常艰苦，当年新分配来
的大学生，吓跑了2个。

省外干项目每推进一步都很难。甘
顺成每天不仅要对现场的质量、安全、
进度进行管控，还要盯催图纸、资源调
配。夏季紫外线把皮肤晒伤一片片脱
皮。冬季零下2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
一不小心裤子就“粘”到钢构件上。为
了保证工程质量，他们用“烤箱”为焊条加
热、用买电热毯为混凝土保温。就在这样
的环境中，甘顺成带领同事克服重重困
难，最终提前4个月完工完成任务。该项
目被评为全国安全AAA示范工地，还荣
获青海省省优工程奖“江河源杯”。由甘顺
成参编的《素混凝土管沟侧壁回填施工工
法》获得了青海省省级工法。

离家1674公里，比起恶劣的自然环
境，更难熬的是孤独和寂寞。媳妇剖腹
产，疼的躺在床上动不了，当时格尔木
项目正在抢工期，他一直忙到孩子满月
才回来。常年驻扎高原，每次回家孩子
都长高一大截，想孩子时就让媳妇发张
照片看看。他成了儿子眼中最熟悉的

“陌生人”。媳妇也有“怨气”和委屈，
可当她带着4岁的孩子坐火车去工地千
里“探亲”时，看到现场恶劣的环境，
她的心更疼了。那一刻，她完全理解了
自己的丈夫。担任青海分公司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后，甘顺成肩上的担子更沉
了，生产经营两头重担一起挑。可他心
里却撂不下工地。2019年冬天腿不小心
摔骨折了，打着石膏板，拄着拐杖又出
现在了项目部……

2021 年 7 月，甘顺成被评为陕建集
团优秀共产党员。昆仑山下，在青新藏
陆港商旅物流中心项目，他正带领着项
目团队攻坚克难，向着国家工程最高奖

“鲁班奖”冲刺。

像骆驼刺一样扎根青藏高原
——记陕建机施集团青海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甘顺成

□高攀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