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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现金遗落机场 白云边检民警完壁归赵

施工“连轴转”
“铁脚”磨破8双鞋

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公司项目经理汪波

职工故事

中冶宝钢湛钢公司
为员工排忧解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李

婷）近日，记者从中冶宝钢湛江钢铁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宝钢湛钢

公司”）获悉，该公司回应职工所盼，着力

解决职工出行、生活设施、健康体检问题，

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

中冶宝钢湛钢公司位于湛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海岛工业大道上，拥有职工

4650余名。由于疏港大道延伸段道路尚

未施工完毕，公共交通站点停靠问题急

需解决，居住附近的职工只能利用电动

车、自行车上下班，双休日出行则要到更

远的东简街道乘坐公交车，出行极其不

便。

为解决职工出行难问题，中冶宝钢

副总经理蔡志强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

协调。11 月 1 日，中冶宝钢湛钢公司公

交站点正式运行，有效解决了职工出行

难问题。

为满足职工业余生活需求，该公司

经过走访调研，成立了 12 个文体协会，

分别在大临基地和产业基地设立文体活

动室。活动室内设台球桌、乒乓球桌等

体育设施，免费供职工使用。该活动室

投入使用后，得到职工好评，使用的职工

络绎不绝。

据了解，由于所在地医疗资源有限，

职工需要到市区医院体检。为此，该公司

与湛江一些医院签订体检协议，拓宽职工

医疗资源，让职工足不出厂就能完成体

检。目前，近2000名职工在厂区内医院门

诊部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中铁二局深圳公司
一“劳模创新工作室”揭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贾玲）11月18日，中铁二局深圳公司“胡

力绳劳模创新工作室”在深圳市妈湾跨海

通道项目处揭牌。

该劳模创新工作室以中铁二局深圳

公司总工程师、中铁优秀党员、中铁二局

十大杰出青年胡力绳命名，依托参建的

深圳市妈湾跨海通道项目开展技术创

新。创新团队共16人，主创人员5人，其

中博士 1 名，硕士 1 名，高级工程师 3

名。目前工作室确立了 BIM（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创新研究应用、填海区咬合桩

施工、填海区渐变超宽超长超深基坑技

术研究等 6 大课题。胡力绳表示，劳模

创新工作室将以技术创造效益，充分发

挥职工创新优势，努力把跨海通道打造

成高效、创新、绿色的科技通道，助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

据悉，妈湾跨海通道是深圳市第一

条海底隧道，全长约 7.3 公里，连接月

亮湾大道至沿江高速大铲湾收费站，

兼具货运和客运双重功能。建成后将

合理分担虎门大桥和虎门轮渡的交通

压力，与沿江高速、机荷高速形成西部

港疏港路线，大大提升大湾区道路通

行效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邓潮）“Thank you！”11 月 17 日，在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境厅，缅甸旅客帕森

与 白 云 边 检 民 警 的 双 手 紧 紧 握 在 一

起。帕森没想到，时隔一周，自己入境

时遗落的物品竟能分毫不差地回到自

己手上。

事情还要从一周前说起。11月12日

晚8时许，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民警刘文

辉在例行口岸巡查中，在外国人入境填卡

台附近拾到一个黑色手提小包，经初步检

查，内有37万缅元，以及缅甸身份证、银

行卡、工作证、驾驶证等许多重要证件。

刘文辉立即将相关情况上报，并试图与失

主联系。

边检民警在清点检查包内物品时，

发现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票据，但该

号是缅甸号码无法拨通。考虑到遗失

物对失主的重要性，刘文辉将情况上

报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则通过边检后

台数据系统获悉失主名及其出入境航

程，进而与航空公司联系，再次核实当

事人的出境航班信息，并商定在帕森

办理出境手续时及时与白云边检执勤

民警联系。最终帕森从边检民警手中

拿回了丢失的物品。

据悉，遗失物品的帕森是缅甸著名医

师，此次来华是为了参加学术会议，在主

办方的帮助下，帕森顺利完成了在华行

程。

“做实、做细、做新、做优”是中建三

局二公司华南公司项目经理汪波的从

业准则，入行 19 年来，他坚持深耕一

线，先后服务 9 座工程，以匠心致敬初

心，助力工程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

奖”。

一天16小时穿梭于工地

汪波认为，事业是梦想的阶梯，绝

不能沦为“讨生活”的工具。2008年，中

建三局二公司承接下深圳证券交易所

运营中心项目。该项目各项建设均要

求向一流标准靠齐，现场管理亟需大量

人才支撑。汪波为了练就本领，毅然接

受组织委派，背井离乡投入项目建设。

深圳证券交易所运营中心项目拥

有“世界最大空中悬挑平台”，是“高新

尖”工程。进入项目工地，汪波需负责

60名工人的安全文明施工，并兼顾工程

管理工作。工作交接完，他立刻进入

“三头忙”的状态。为了保障进度和施

工规范，他咬牙“连轴转”，保持“一天干

16小时以上”的工作强度，为此，他被同

事挂上了“铁脚”的称号；为了巡查各层

施工状态，他需每日两趟乘电梯至主体

楼45层，再步行至地下3层；每晚至第

二天凌晨前，他要指挥混凝土浇筑施

工，其间磨破了 8 双劳保鞋，脚后跟磨

出了近1厘米大小的老茧。

汪波的付出终于有了成效。在主

体抢工阶段，项目建设在保证品质控

制的前提下，达到了“两天一层外框

筒”“七天一层核心筒”的超高速度，

为后期拿下“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创造了条件。

吃透图纸 细抠计划表

汪波的“硬身板”和“硬作风”受

到了公司领导的关注。CBD 高端建

筑——深圳中国人寿大厦开工后，他

被任命为项目生产经理。岗位的转

变，使汪波更深入地思考“提质创效”

四字，他坚信效益的核心不是产量，

而是质量。

深圳中国人寿大厦项目施工方进

场后，“三重压力”猝不及防地朝汪波袭

来。他介绍，项目地下结构有 5 层，单

层最深达 26 米，整体比地铁轨道深 8

米。为了确保地铁安全运行，项目基坑

的内支撑变形值约束为两厘米内，工艺

精确度要求极高。合作方在完成土方

及桩基础施工后，大幅消耗了安全距

离，变形值的可控空间仅剩 0.4 厘米。

同时，项目三面毗邻建筑、一面紧接公

路，不足 3000 平方米的场地被 2600 平

方米的钢筋房占用，仅留下局促的一条

通道，而塔吊运作、混凝土浇筑、物料运

输等施工紧锣密鼓地在此进行，施工空

间狭小。此外，因主持其他项目的收尾

工作，在地下室工程封顶前，项目经理

便被调离了。

挑下大梁的汪波为了攻破难关，把

功夫花在了精细化管理上。他带领团

队将每日的场地施工计划表细化至小

时，现场施工的同时有序穿插清运工

作，将场地使用率提至最高。同时，他

率先吃透施工图纸，与工人换位思考，

利用BIM（建筑信息模型）推演模拟各

道工序，邀请专家论证最优方案，促使

现场各项作业无缝衔接。

■全媒体记者 王艳 通讯员 吴清慧

■汪波（中间示范者)向在场员工演示消防带的使用方法 吴清慧/摄

■边检民警将失物还给帕森（右）

邓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