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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年，需要拥有多大的梦想，才能毅然只身一人
踏出国门，来到举目无亲的陌生土地，完成一个个重
大工程？一个集团，需要拥有多强的凝聚力，才能让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安心、放心地去往世界各地，实现
自己伟大的梦想？

近年来，上海建工集团积极开拓了海外市场业务，先后实施了

百余个建设项目，分布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特多、柬埔

寨等地区设立了区域公司，据统计，目前，集团在海外驻守工作的项

目工程人员超过六成为青年。

越来越多的海外项目，使得集团外派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

也逐年增加，如何在完成各项目的同时做好这些海外市场青年们的

团队建设工作成了集团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让专业和激情成为我们的标签
2002年本科毕业，2008

年开始被派往海外市场，来自

北方、今年37岁的项目经理赵

孝明已经先后参与了印尼邦加

岛电站、土耳其电站、厄立特

里亚电站等多个海外项目的

管理工作，十几年的工作生涯

里，赵孝明把几乎一半的时间

交给了海外一线的项目现场。

2013年，在担任土耳其电站项目执行经理的过程中，赵孝明对

待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感染了无数人。由于土耳其电站项目在技术

方面的特殊性，设备调试的四天三夜里，赵孝明带领项目部为了调

试顺利进行，将小小的板凳当成临时的床，累了就坐着眯一会儿, 连

续不间断地24小时驻守在现场。

赵孝明的工作成绩不仅得到了公司的肯定，他的敬业精神也深

深感染了土耳其业主方和现场专业的技术人员，纷纷对其竖起了大

拇指。“CHINA!OK!”而当地人民对着自己这番赞扬时，就是赵孝

明感到最为光荣的时刻。

如果说赵孝明给海外人民的印象是专业，那另一位在海外部工

作了十年，其中八年时间都在海外项目现场，曾经十个月用完一本护

照、三年飞了60万公里的庞声建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海外工作者

们对于自身工作的热爱与激情。

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与当地政府谈一个码头项目的时候，

庞声建为了搞清楚水深情况决定亲自下海测量。一天早晨，庞声建

与当地工程部的官员们一起坐上了一条大约6米长的小船，往目的

地开去，刚刚开出海几分钟后，海上的浪潮便将小船打得东倒西歪，

船上也开始积水。当地工程部官员立即建议放弃测量，但庞声建却

给出了一个坚定的回答：No，Continue！（不，继续！）并一边拿起

容器把积水往外舀，一边迅速地完成了水深测量。

庞声建事后回忆，当时面对盖过头顶的巨浪自己心里也有过惧

怕，但是也清楚只有迎难而上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庞声建说，码

头项目并非上海建工的强项，但正是青年们凭借着自己对于工作的

热情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传承集团传统 因地制宜促团建 
与赵孝明、庞声建一样，奋战在海外项目第一线的建工青年还

有很多，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因为海外的工作

经历，原本普普通通的青年们都练就了“变形金刚”的本事。

当项目实施的时候，海外项目工作者是一名建设者，需要考虑国

外设计施工规范的差异，属地化经营，汇率风险等方面；当外事活动

的时候，他们又成了半个外交官，代表企业，代表国家；当每年过春

节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了演员和家人，组织一场场项目部的春节联欢

晚会，给工人师傅表演节目，包饺子，做年夜饭……

海外公司和海外重大项目团支部的建立，使得这些工作生活在

海外的集团青年有了归属感，同时，各种形式的海外单身青年联谊、

亲子教育、外语沙龙、长跑协会等活动和社团的开展建立丰富了青

年们的业余生活。针对已婚青年，团组织定期赠送关爱礼品、走访刚

刚生育的青年职工家庭，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年职工的人文

关怀，尽量减轻身在异乡工作的青年们的后顾之忧。

在海外工作，建工青年们深知自己的身上除了肩负着完成项目

的重担，更为重要的还有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中国青年形象的光荣使

命。仅仅在柬埔寨，项目部就成立了社会开放式的特殊工种规范培

训与人才培训学校，帮助当地开展民生事业；在尼泊尔，当2015年上

半年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时，当地建工青年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现

场，为受灾群众送去生活物资……他们所展示出的中国形象得到了

各方的一致认可

对于建工青年来说，自己所驻扎的海外项目就是自己的家，生

活在当地的人们就是自己的亲友们，然而每当他们看到五星红旗时，

心中都会不由得生出一阵暖意和一份自豪感。爱国家、爱建工、爱亲

人，他们朴实的笑容、踏实的工作就是建工人最响亮的回答。

当梦想跨越国界

周涛：
重大工程的“幕后英雄” 

你在赞叹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高度，却对它建造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知之甚少；你登上广州新地标“小蛮
腰”，却不一定知道它在建成前遭遇过多少危机；你
开车飞驰在世博配套工程闵浦大桥上，也难以想象大
桥的东西两岸其实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建造……

周涛是上海建工一建集团的副总工程师兼技术部总经理，他

的工作内容可以说是每一个建筑最基本的内容，但是又很难被普

通人所看到和了解到——用专业的技术知识保障重大工程的顺

利竣工。

更专业才敢更创新
周涛的办公室位于福山路建工大厦的25楼，窗外正好可以看到

陆家嘴一幢幢拔地而起的超高层建筑，这对于从事建筑工作十几年

的他来说，感到无比荣幸和欣慰。

2001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周涛直接进入了上海建工一建集

团有限公司。从最初的施工现场技术人员，成长为企业的副总工程

师兼技术部总经理，负责企业技术条线的管理工作，在建工集团的

十五个年头，周涛用一个个优秀的技术成果为自己的青春记录下了

精彩的篇章。

2008年，为了配合两年后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闵浦大桥

被归为了世博会的配套工程，必须在2009年底前竣工。但是由于

建造前期动迁延误等原因，大桥的浦西段施工进度比浦东段落后

了三个月，如果按照常规的建造步骤，世博会开始前必然通车无

望。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周涛在权衡了资金投入和时间方面的

利弊后，当即决定采用一种在上横梁底部设置钢桁架作为底模支

撑系统，并结合钢桁架设计操作平台和模板平台，钢桁架在下横

梁顶部拼装完成后整体提升至高空安装的施工方案。根据周涛的

介绍，相比传统的施工方案，这一新型的方案突破了常规的落地

式支撑系统的惯性思维，不仅免去了建造完成后脚手架等拆除的

时间，也让立体交叉作业得以实现，为桥面钢桁架滑移提供了施

工操作面，最终为浦西段的桥体建设节省了大半年的时间，顺利

在2009年底实现通车目标。

在闵浦大桥工程顺利完成后，周涛根据这一施工方案撰写了

一篇名为《闵浦大桥浦西段上横梁底模支撑桁架设计与施工》的论

文，得到了上海建工集团2008年青年科技论文评比一等奖。同时，

以该项目为背景工程之一的课题《超高大跨巨型门式结构施工技术

及工程应用》则获得了2014年上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

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是近年来上海最受建筑行业瞩目的超高建

筑之一，当得知自己也能有幸参与到这一工程中时，周涛感到十分

荣幸，也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工程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每到需要建造超高层建筑的时候，上海建工都有一套自主研发

的《超高建筑的整体自升平台脚手模板体系成套建造技术》，建造

过程中安全系数的计算都可以通过这套技术得出。浦东金茂大厦、

浦西世茂国际广场等建造过程中的安全系数都是由这套技术计算

得出的。然而，以往的建造团队们虽然使用了该技术，却并没有将

整套技术系统地演算过，以至于每次有新的项目需要使用的时候，

只能重新计算。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造过程中，周涛为了将这一

系统进一步完善，花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手动将整套技术计算完

毕，光是A4纸就用完了2厘米厚。最终，周涛成功地将一整个模架

技术制成了一个表格，仅仅向表格内填入相应的数据即可生成安全

系数，方便了之后集团内其他超高建筑的使用。

如今，周涛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技术人员到管理人员的转变，面

对的早就不再是一个个单一的工程项目，而是整个工程公司、整个

集团的技术人员队伍，技术队伍建设、建章立制、管理流程优化、技

术管理信息化成为他工作的重点。然而，周涛从来没有停下自己学

习的脚步，他说自己虽然参与了多次超高建筑，但是对于一些比较

前卫和另类的项目还缺乏经验，需要不断学习。

路还很长，攀登远未到顶，快要走到四十不惑的人生路口，周

涛对自己，对一建集团的发展，对工程建设行业的未来都始终充满

了信心。

荣获第二届上海市城乡建设交通青年人
才发展计划杰出青年、获得上海市科学
技术奖、上海市技术发明奖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