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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去年3月，新一轮疫情来袭，王大
海带领3名骨干力量立即奔赴封
控区，当天便完成了地形测绘，
开始土方施工、连夜完成图纸设
计。两周多的时间，他们吃住在
集装箱，高标准建设完成了占地
65亩、1200多间、花园式的韩仇
套市级方舱隔离点。

“处在封控区最大的困难就
是协调人员物资机械进场，电话
打爆了，嗓子说哑了，他半夜手
握着电话，坐在那里睡着了……

当时，累是真的，难也是真的！
但当省验收督导组一次性验收
通过并要求其他隔离点按这个
标准进行建设时，当前来隔离的
山大学子依依不舍离去时，他
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采访
中，“南城工匠”队伍中的张凯说
起王大海，很是感动，“应急处突
我行，急难险重我来，在奉献城
建中提效，在攻坚克难中争先。
他用实际行动带领我们团队不
断向前，勇攀高峰！”

今年3月以来，八大局周边

停车难、交通压力陡然增大，建
停车场修东二路迫在眉睫。为
了把影响降到最低，王大海组织
公用事业中心和参与过南广场
建设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数次
按分钟推演施工进度、调配施工
人员机械。“道路封闭施工前，将
施工预备工作全部做好，施工物
料、车辆提前到位候场，确保各
工序之间高效无缝衔接……”原
计划3天要干完的工程，在王大
海的科学排布下，东二路八大局
段一夜旧貌换新颜，晚上封路、

早上通车，周边老百姓拍手称
赞，更有兄弟城市纷纷来电，要
来学习先进经验。

在与重点项目“交手”的11
个春秋里，王大海与急难险重工
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带领着团
队用敬业的“钢筋”、奉献的“水
泥”，一次次刷新着淄博城建史
上的新纪录，以住建人的铁肩
膀、硬脊梁筑起这座城市的钢筋
铁骨。

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
程，开启新的奋斗周期，王大海

说，不忘初心，继续从“三老四
严”中汲取营养、淬炼作风，团结
奋斗、拼搏赶超，老老实实为人、
扎扎实实工作，为把“3510”发展
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变
为现实胜景贡献城建力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高钊

专啃“硬骨头”他与重点项目“交手”11年
王大海带领团队创下多个淄博城建史之最

17年前，王大海从山东建筑大学毕业来到淄博，开启了
建设第二家乡的奋斗之路。在工作岗位上不断成长，他开始
干重点项目，一干就是11年。

北川抗震救灾前线，他火线光荣入党，灾后重建，他主动
请缨，一腔热血不负青春岁月；年轻干部挂职锻炼，淄博市生
态水系建设工程中他用双脚丈量湿地，不负组织培养信任；
火车站南广场建设项目，他昼夜奋战，忘我工作不负片区百
姓期盼；方舱建设时，他义无反顾，毅然奔赴封控区，临危不
乱不负使命担当；突击东二路改造项目时，他指挥有力安排
得当，不负淄博速度。

一个个项目在前，他思路清晰，坚决果断；一个个困难在
前，他身先士卒，带头攻坚；一个个压力在前，他挺起脊梁，从
不言退。

振兴淄博劳动奖章，援川工作先进个人，“担当作为 狠
抓落实”先进个人，淄博市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先
进个人……众多荣誉加身，他淡定从容，但在工作中，他一直
攻坚克难，冲在最前线。

善打硬战的排头兵
120万平方米的“战场”上创下多个淄博城建史之最

“重点项目工作经历，让我
终生难忘，一生受益。”7月3日下
午，在火车站南广场，王大海望
向这片洒下无数汗水的热土时，
目光炯炯。

王大海，现任淄博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火车站南广场、北广场项目指挥
部现场负责人。他先后参与北
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孝妇河
湿地公园建设、方舱隔离点建设
等多个重点项目建设。在火车
站南广场项目中，克服台风“利
奇马”和疫情等不利影响，带领
3000多名建设者日夜攻坚，数次
转“危”为“机”，创造出一个个

“南广场奇迹”。他先后获振兴
淄博劳动奖章，援川工作先进个
人并记二等功，“担当作为 狠抓
落实”先进个人，“十二大攻坚行

动”先进个人等荣誉。
火车站南广场片区占地3.2

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20万平
方米，规模体量之巨，技术难度
之大，涉及专业之多，都是淄博
城建史之最，令人震撼。

2018年7月，王大海从孝妇
河湿地项目转战火车站南广场
片区改造项目，担任工程建设科
科长。接下这块众人眼中的“硬
骨头”时，“很兴奋！”王大海说，
城建人的字典里没有“怕”字，当
时他就立下誓言：要干，就一定
要登上光荣榜，绝不能钉在耻辱
柱上。

作风影响行动，干劲决定效
果。项目建设过程中，科班出
身、精通专业、讲究策略的王大
海带领团队完成了多项淄博前
所未有、值得被记入这座城市更

新史册的建设任务。交通枢纽
工程，是火车站南广场片区建设
中的“重头戏”，这里的基坑深
22.8米，最底部距离地面有7层半
楼高，是淄博有史以来最深基
坑；轨道交通预留工程，为淄博
未来实现国铁、地铁的零换乘奠
定了坚实基础……王大海率领
的南广场建设团队17名同志，建
设之初平均只有35岁，却每人完
成管理产值3亿多元，最小的
1997年出生，最大的今年退休，7
名正式在编人员全是党员，支部
建在项目上的战斗堡垒作用充
分彰显。去年，原计划年底启用
的南广场启用时间整整提前了
105天。

成绩背后是艰辛的付出。
2019年8月8日傍晚，火车站南广
场建设工地上，时任建设管理部

工程建设科科长王大海再次与
各项目部负责人一同巡查工地
现场的防汛准备工作。“基坑防
护工作做得还可以，抽水泵测试
没？电力设施防护一定要做
好……”作为此次南广场建设项
目防台防汛调度指挥中心的“指
挥官”，王大海深知自己责任重
大，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是他一
周内第几次调度防汛准备工作，
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严阵以待，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这是王大
海的“口头禅”。

“利奇马”台风到来前，他已
根据预报提前一周进行了周密
部署，制订好应急预案，成立了
防台防汛调度指挥中心，由他统
一指挥，项目班子严格执行汛期
领导值班制度，24小时轮班值
守，动态跟踪风情、雨情，分析研

判灾情，保持通讯畅通，及时预
情预警，成功将台风影响降到了
最低。

热土生机无限，奋斗只争朝
夕。“且不说火车站南广场的建
设任务本身体量大、难度高，深
基坑开挖时遭遇洪水倒灌，建设
任务紧张时又遭遇疫情，物资、
人员难以进场……是他的坚韧
不拔、机智果敢，一次次带着我
们冲破困局，在我们眼中，无解
的难题，有他在，定能迎刃而
解。”跟随王大海“四处征战”的
沈浩说，王大海最常跟他们讲的
一句话就是：只要用心去干，就
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也正是这
种“敢于探新路、勇啃硬骨头”的
精神，为王大海和他的团队迎来
了“南城工匠”“住建铁军”等多
项荣誉称号。

火车站南广场成败，百姓安
置是关键。火车站南广场片区
改造中的还迁项目是当时淄博
市棚户区改造的重点工程，也是
当时淄博市最大的住宅还迁项
目。华泰社区、良乡及洪沟社
区、铁路社区3个安置小区80万
平方米，近4600户同时交房，这
是15个大型开发企业一年的交
房量。2021年，安置小区到了冲
刺阶段，从5月到10月的180多
天，王大海全身心扑在了项目建

设上。
回想那时，住板房、吃泡面

是标配，王大海笑言：“直到现在
想起来还反胃。”而高起点、高质
量、高标准，则体现在每一个工
程、每一个施工细节上。

以华泰社区为例，该项目地
下车库在淄博首次采用预应力
槽形板作为车库顶板进行施工。
槽形板结构跨度最长16.25米，共
2318块，可以将柱网加长，有效
利用空间。如果按照常规的现

浇结构施工，华泰社区的2000多
户还迁房需建设地下两层车库，
而采用这样的新工艺施工，将立
柱减少的空间进行有效利用，仅
需一层即可满足一户一车位的
停车需求，还降低了造价，具有
绿色环保、施工快捷、停车方便
等优点。

“每一套还迁房中我们都安
装了品牌热水器；厨房、卫生间
全部采用集成吊顶，门全部是品
牌复合木门……130平方米以上

的户型，主卧都带卫生间，卫生
间 的 瓷 砖 全 部 是‘ 墙 地 冲
缝’……”王大海细数其中的细
节，众多细节中，透露出为赢得
百姓获得感的良苦用心。

虽然条件苦、时间紧、任务
重，但火车站南广场片区依然在
全市率先采取了先看房、验房后
交房的模式，让还迁百姓吃了定
心丸，抢在供暖前交付了新房。

看房现场，百姓眼底眉梢流
淌出的幸福感，王大海至今记忆

犹新。
家中老人住院动手术两次，

母亲面瘫因治疗不及时，至今还
有后遗症。孩子高烧，老人住
院，王大海妻子偷偷擦干眼泪，
默默挑起全家重担。铁汉有柔
情，王大海说：“作为儿子、作为
丈夫、作为父亲，我对家人有太
多亏欠……”可当看到还迁百姓
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
他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甘于奉献的行动派
80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 品质楼房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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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海（左三）对照“作战图”，调
度各项现场工作。

▲

王大海（右一）现场调度施工
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