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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培高安培（（左一左一））在项目现场与同事研讨优化施工方案在项目现场与同事研讨优化施工方案。。 王金东王金东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记者见到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四公司”）总经理

高安培时，他正在公司天津国家网络安全中

心项目现场，透过小比例三维智慧模型聚精

会神地查看整个项目模拟建造过程，询问项

目负责人工程进度、整体规划及后续目标。

除了专注的神情，他口中反复提及的各类工

程专业词汇也让人印象深刻。

从业 16 年来，高安培先后荣获沈阳市

劳动模范、辽宁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

从基层普通工程技术员到国有建筑公司负

责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高安培一直扑下

身子踏实奋战在施工前线。他常说：“作

为从建筑行业最基层成长起来的一员，能

为祖国的建筑工程事业贡献力量，是我的

光荣。”

项目管理的“教科书”

2007 年，高安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

便 立 志 要 在 建 筑 行 业 闯 出 自 己 的 一 片 天

地。这份对理想的追求，不仅源自他对建筑

行业的一腔热爱，更离不开他对业务孜孜不

倦的钻研。扎根基层一线的时候，他常常是

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多跑、多问、多看”是

他工作的真实写照。凭着这份执着与坚定，

他逐渐对施工现场的每一道工序甚至每一

个环节了如指掌，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

为项目总工程师、执行经理、项目经理，成了

基层一线职工们津津乐道的“行走的项目管

理‘教科书’”。

在基层，高安培先后参与过 5 个重点项

目的建设。他常说，从事建筑业让他实现了

更大的人生价值，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建筑

梦”——做好每一项工程。

在盛京金融广场项目施工期间，作为项

目经理，高安培为解决技术难题，带领团队

翻阅了包括建筑、水电等行业相关规范以及

国内外标准，顺利完成 334 米群体超高层综

合体项目；攻克超高层核心筒施工铝模板独

立支撑 5.4 米的技术瓶颈；研发出“外爬内

支”组合模板技术与超高层建筑临时消防系

统施工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提起高安培，中建二局四公司浙江省义

乌市义欣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EPC 项

目经理范军锋满是佩服：“他在我心里是名

副其实的项目管理专家。无论是项目工程

总承包管理、生产资源管理还是团队建设，

项目管理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非常精通，总

是在我困惑时指点迷津。”

高安培对项目的精通还体现在新开工

项目评审策划方面。为了提升项目的管理

水平，时任中建二局四公司副总经理、主管

履约生产的高安培带领各相关部门，针对

新开工项目，从最基础的项目概况到项目

施工部署、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等逐项审

核，细致到厂房的施工顺序、土的压实率以

及地坪的开裂问题、塔吊布设、木方混凝土

的使用等。“把好每一道关口，才能经得起

时 间 的 检 验 ”是 高 安 培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一

句话。

啃硬骨头的“专业户”

2022 年年初，中建二局四公司接到一

项紧急医院建设任务。了解到公司大多数

职工缺乏相关经验，有着医院建设经验的高

安培主动请缨，按照公司统一部署，连夜组

建项目临时指挥部。

高安培带头迅速成立设计团队，对施

工医院进行全方位技术策划和施工规划。

不到 24 小时时间组建了 10 支共计 600 余

人的队伍，调拨天津及周边近 3000 名劳务

工 人 以 及 百 余 套 机 械 塔 吊 等 器 械 ，全 部

“扑”向项目现场。那时天气寒冷，面对像

石头一样坚硬的不规则冻土，他全程“钉”

在现场，与工人们彻夜奋战，仅用 8 小时就

完成了任务。

2022 年 6 月，中建二局公开竞聘四公司

总经理，高安培成功当选中建二局四公司总

经理。他拿出在项目上闯荡多年练就的本

领，迅速适应新岗位，在公司转型发展攻坚

征途上勇担重任、带头克难，主动破解制约

企业发展的难题。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提高项目的

履约水平、提升业主的满意度，是高安培经

常思考的问题。高安培用两个月时间，带领

相关同事深入现场，一个一个项目调研，逐

个分析项目履约工作的难点、堵点以及亟待

整改的问题，多次召开提升项目履约水平专

题会议，听取相关部门的工作汇报。经过反

复思考、酝酿，他创新提出打造“24 小时素

面迎检工地”，目标是在施工中铸造精品工

程，以现场保市场，以现场开拓市场。

这一做法的难点主要在于实施落地。

高安培带头制定实施细则和考核维度，尽

可能细化每一项具体内容，使其更加具有

指导性、可操作性，“白加黑”成了他的工作

常态。靠着这种直面难题的毅力，他克服

一道又一道难关，成为企业里有名的“解难

专业户”。

循循善诱的“好老师”

在 70 多平方米的电子显示屏上，展播

着白底黑字的演示文稿，每一页内容都极

为简短，但现场 300 多人却都听得津津有

味。这是最近高安培给公司职工培训时的

场景。

“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培训，这是我看过

的最简洁的演示文稿，但却让我收获颇丰。”

中建二局四公司天津跨海河大桥工程项目

书记郑天奇说，高安培的授课内容都是基于

他这些年工作经验总结出的一套行之有效

的管理办法和思路。高安培总是毫无保留

地将这些宝贵经验传授给大家，是位循循善

诱的“好老师”。

作为中建二局四公司总经理，高安培

不仅致力于化解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难

题，还肩负着为公司以及上级单位培养人

才、锻炼队伍的重要责任。中建二局四公

司华北分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国家网络安

全中心项目经理田卫国告诉记者：“高安培

始终注重专业技术工匠人才的培养，每天

工作再忙再累，都要跟下属和徒弟们总结

当天的成果。在他的倡导下，公司成立了

田卫国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目前，我们

工作室成员深挖工程创优创效点，已完成

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高安培以实际行动彰显着工匠精神，诠

释着全国劳动模范的担当，不断打造出更多

建筑精品。

干事创业要怀工匠之心

吉亚矫

2022 年“大国

工匠年度人物”评

选结果近日揭晓，10

位大国工匠登上榜单。

他们中有在大地深处追光

而行的盾构操作工，也有为火

箭“心脏”精心钻刻的数控车工，

虽然行业不同，但“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是他们共同的特质，折

射出一线技术工人的精神风貌。

目前，我国有超过 1.7 亿技术工人

活跃在各行各业，他们凭借丰富的实践

经验和不懈的创新进步，实现了一项项

工艺革新，完成了一系列技术攻坚，是

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肩负着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

的时代使命。他们身上蕴藏的工匠精

神是创新创业的重要精神源泉，更是推

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

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

工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

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

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这既是对

工匠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高度认可，

也进一步拓宽了技能报国之路。然而，

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需求来看，技能人才队伍规模不足、结

构不优、素质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要

站在国家战略需要的高度，以工匠精神

激励更多技术工人争做高技能人才，勤

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

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用实干成

就梦想。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三

心二意、心猿意马，是不能把工作干好的。从大国工匠的事

迹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能掌握令人惊叹的技艺、取得让人

敬佩的业绩，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而是他们比常人

摸索的次数更多、流的汗水更多、追求的标准更高。高质量

发展，意味着产品的高精尖和服务的精细化。这就要求技术

工人要以扎实的专业技术技能为基础，以一丝不苟的工作作

风为准则，凭着追求“最好”的劲头，反复打磨技术，努力做到

“零误差”“零次品”。

不懈创新才能更上一层楼。如今，在新一轮科技浪潮

中，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技术工人要

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

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

技术进展，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同时，各方也要营造利

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环境，加强技术工人专业培训，建设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大军，为“中国智造”升级构建坚

实基础。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每个人都应常怀工匠之心、发

扬工匠精神，多一分脚踏实地，少一点心浮气躁；多一分持之

以恒，少一点急于求成。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干事创业的定

力和韧性，必将汇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大数据工程师：让数据“活”起来

□ 本报记者 赵 梅

将大量、多样的数据信息汇聚、打通、

管理、使用；用 26 个英文字母和一些标点

符号写出一行行代码，变成大众应用的各

类应用软件和系统⋯⋯这便是中电万维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平台部大数

据工程师张杰的日常工作内容。

让数据“活”起来服务大众，是大数据

工程师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每天和数据

打 交 道 的 他 们 很 神 秘 ，而 在 他 们 自 己 眼

中 ，这 项 工 作 既 枯 燥 又 有 趣 ，也 很 有 成

就感。

搭建管理平台

信息时代数据无处不在，怎样使其得

到高效利用，从而服务于社会，是大数据工

程师们肩负的责任，也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甘肃省全省生态环境的总数据量有

30 多亿条，目前数据共享有 4 个数据项，数

据量可以达到 3200 多万条⋯⋯”张杰指着

电脑显示屏上甘肃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

管 理 平 台 的 生 态 环 境 宏 观 决 策 分 析 界

面说。

2017 年，张杰从甘肃农业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大数

据相关工作。从最初接触这个行业到成为

业务骨干，他一边磨练技术，一边见证着大

数据行业的飞速发展。

“以前单体项目的数据汇总非常麻烦，

而且有些数据没经过层层审核，准确度不

高。”张杰说，以前数据处理要通过线上和

线下的不同方式，与涉及各项数据的不同

部门一一对接。如果对接到的数据是线下

表格或文档等非结构化数据，还需要付出

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整理和解析，工作十

分繁琐。

2018 年，公司接触到大数据相关数据

库和处理工具，便开始对文档、音频、视频

等信息进行智能整理。张杰说，“2018 年

之前，我们还从堆积如山的文档资料中寻

找想要的核心信息，有了大数据处理手段，

一切变得轻松起来”。

2019 年，张杰和同事们开始参与单体

应 用 项 目 ，用 大 数 据 解 决 单 一 的 业 务 问

题。此后，逐渐搭建起了大数据管理平台，

将各个业务系统封闭的数据进行统一汇

聚、治理、分析、服务，形成协同应用，并完

成了甘肃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的验收

交付。

打通数据“孤岛”

大数据，顾名思义就是大量的数据、海

量的资料，包括常规数据和图表等多种形

式。如何以“聚、通、管、用”等方式打通数

据“孤岛”，实现更广泛的应用，是大数据工

程师主要思考的问题。

“比如大气、土壤和水 3 个数据，都有

各自的监测指标，不能单凭一个指标就判

定一个区域的环境质量，要把几项数据打

通，找到他们的共同性、关联性，然后通过

综合评判，才能知道整体的生态环境怎么

样。”张杰告诉记者，在大数据处理中，第一

步就是要把大量数据收集、汇聚起来，第二

步就是要打通各类数据之间的壁垒，为后

期的管理和运用打下基础。

“通俗来讲，就是要通过顶层规划设

计，建立起数据台账。相当于目录和标签，

在使用过程中结合实际业务需求，可以随

时进行检索。”张杰说。

“一个单一的数据只包含单一信息，但

把这个数据最大化地使用起来，用完后把

结果返回，作为一个新的数据存储，如此循

环，整个数据就能包含更多信息，就‘活’了

起来。”张杰说。

增强学习能力

有时会感到枯燥，有时会有挫败感，有

时又很有成就感，这就是大数据工程师的

真实写照。

“一个看似简单的微信公众号页面，后

台要通过成千上万的代码来实现。这些业

外人士看不懂的代码，就是我们对外交流

的语言。”张杰说，大数据工程师的工作就

在幕后。

“自己闷头敲了半天代码，突然出来结

果，那个时候特别有成就感；如果长时间没

有结果，也难免产生挫败感。”张杰说。

张杰清楚地记得，参加工作之

初，要写个三级联动小程序，他一周都没

写出来，感到苦恼。后来，在师傅帮助下，

他才写出来小程序。但完成后，他又删除

了这个程序，从头开始反复写、反复琢磨，

直到慢慢上手，有了一些心得。通过工作

经验的积累，他如今正基于现有的平台不

断尝试，进行新的研发建设工作，也逐渐

找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大数据技术发展得很快，一个新概

念出现了，还没来得及弄太明白，市面上

就已经出现相应应用产品。这对我们大

数据工程师来说，总是充满挑战。”张杰

说，大数据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为了不让

自己掉队，他会积极参加公司定期组

织的学习、培训，还会通过自学、企

业 外 聘 专 业 老 师 授 课 培 训 等 多

种 形 式 学 习 新 技 术 、新 业

务。“如果不学习就跟不上

了，所以一刻都不能放

松 。”张 杰 说 ，他 会

紧跟大数据技术

发展 的 步 伐 ，

不 断 充 实

自己。

张杰（左一）正

在为客户演示大数

据管理平台。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做 好 每 一 项 工 程
——记全国劳动模范、中建二局四公司总经理高安培

本报记者 周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