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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齐静

虽然是在环境艰苦的建筑工地作业，身为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的李尧却觉得所有付出都值
得。看着一栋栋高楼从自己手中拔地而起，这
个瘦瘦高高的90后小伙感受着建筑行业从“凭
力气”到“靠技术”的转变。“‘装配式建筑
施工员’被纳入国家新职业，既是对我们这个
群体的认可，也预示会有更多人投身其中。作
为一个先行者，我对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期
待。”李尧说。

“误打误撞”成为装配师

和同事扶住吊到6楼的顶板构件，然后向塔
吊信号工发出向左移动的指令，经过反复比
对，再将顶板构件的30余根钢筋骨架准确搭到
四面墙上……5月5日上午，在聊城市民生·凤凰
城17号院项目施工现场，美好房屋智造（集
团）山东分公司装配师李尧正在紧张作业中。
虽然干的是建筑活儿，李尧既不需要支模板、
扎钢筋，也不需要浇筑混凝土，要做的只是完
成建筑构件安装、进度控制和现场协调，这也
是刚被列入国家新职业的“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的工作内容。

“通俗地讲，装配式建筑就是在工厂生产
预制的建筑构件，然后运输到现场组装而成的
建筑。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墙面、顶板、楼梯、
凉台等预制建筑构件，按照设计图纸所画位
置，像搭积木一样一块块组装起来。”一见
面，李尧就谈起他对装配式建筑及装配式建筑
施工员的理解。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持续推动
下，装配式建筑实现了快速发展，而以建筑构
件吊装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员也
应运而生。

看着熟练装配各类建筑构件的李尧，很难
想像在成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前，他并没有任
何建筑行业的工作经验。2016年9月，李尧毕业

于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商务英语专业，此后一直
在西安一家培训机构担任英语老师。2018年5
月，李尧与女友结婚，不久决定回青岛工作。
“当时每天在招聘网站上浏览职位，也向几家
培训机构投过简历，要么是石沉大海、毫无音
讯，要么是工资待遇达不到预期。”李尧说，
正在此时，他看到美好房屋智造（集团）山东
分公司招聘装配师的信息。

“装配师是公司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的统
一称呼，当时我对装配师的具体工作并不清

楚，只是通过岗位职责描述有了大致认识，便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简历，没想到就此干起
了装配师。”李尧说，除了对这个新职业的好
奇，装配师的薪资待遇也深深吸引了他。“岗
前培训期间为带薪培训，培训结束进入项目后
实行计件工资，税前综合工资达到7500-12000
元，公司还为装配师缴纳五险一金，这在建筑
行业是非常好的待遇。”

经过两轮面试，李尧成功入职美好房屋智
造（集团）山东分公司。

“差一厘米也要重新再来”

由于是新职业，刚入职的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几乎不具备该领域的工作经验，上岗前需要
进行集中培训。“先是学习建筑行业发展史、
装配式建筑及装配师工作内容等理论知识，然
后又进行了测量放线、仪器操作、电焊使用、
钢筋绑扎以及构件吊装等实操技能训练。其
中，构件吊装培训时间最长，大约有近半年时
间，主要是让我们能又快又准地完成吊装工
作。”李尧告诉记者，公司每周都有考试和排
名，只有达标才能上岗工作。经过近7个月的培
训，李尧才开始跟进聊城施工项目，正式成为
一名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与人们印象中的建筑工地不同，李尧所在
的施工场地没有尘土飞扬、废料乱放，有的只
是百余件建筑构件整齐地摆放在开阔的空地
上。“建筑构件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然后
运到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现场不再遗留大量钢
筋废料等，这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干净的工作环
境。但同时，如何将每个建筑构件准确无误贴
合起来，也考验着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的操作技
术。”李尧说，不同于传统的建筑工人，装配
式建筑施工员更多需要的是技术而非力气。

“比如安装楼房顶板构件，要想把顶板放
到四面墙上，按照构件大小要求，必须确保顶
板每个边至少要搭到墙上一厘米。如果说右边
搭了两厘米，那么左边肯定搭不上墙体，即使
只有这一厘米差距，房顶也会出现缝隙，必须
要再次把顶板吊起，重新找位置安装。”李尧举
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多了，就会影响后续工作
的开展，甚至可能会影响施工进度。因此，装配式
建筑施工员工作压力较大，工作起来必须高度专
注，眼力好、手上稳是基本能力。

目前，李尧负责的项目有两栋楼是装配式
建筑，建筑构件主要是顶板和楼梯。根据设计
图纸，一层楼需要安装52块顶板构件，李尧和
同事共5个人操作，1个人在楼下挂钩，4个人在

楼上吊装，大约4个小时就能完成一层楼的顶板
安装，比现场浇筑的传统建造方式要快很多。
“要想快速顺利完成构件安装，必须把‘精
准’两字时刻放在心上。”李尧说。

希望把经验传授给更多人

虽然要经常出差，还会经受风吹日晒，李
尧却对自己的工作充满干劲。“当初干这个活
儿，家人朋友都不太理解，觉得是建筑工人，
又脏又累。但随着装配式建筑逐渐走进公众视
野，尤其是疫情期间，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通
过装配式建筑技术火速建成，很多人开始重新认
识装配式建筑施工员。”李尧自豪地说。

根据《“十三五”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到
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15%以上。而装配式建筑技术广泛使用，使建筑行
业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的需求大幅提升。“目前
我们公司正在推行‘星火计划’，加强装配式建筑
施工员队伍的培养。”李尧介绍，为了鼓励更多人
成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公司还为他们提供了相
应的发展渠道，如果工作做得好，既可以转向管
理岗位，在建筑工地担任现场管理，也可以在
装配师职系中晋升，直到升至最高级别的装配
师施工负责人。

现在，李尧和同事们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
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也会为赶进度加班。但
与传统建筑工人相比，他们的劳动强度已经小
了不少。此外，公司还为他们在居民区租了一
套两居室的房子，方便他们施工期间居住。吃
过晚饭，大家一般在出租房休息、娱乐或学
习，而李尧和另外一名同事正在准备土建施工
员资格考试。

“之前看《大国工匠》，对我触动挺大。
我也想通过不断学习，让理论知识更深入、实
操水平更过硬，成为建筑领域‘搭积木’高
手。”李尧说，再工作几年，他想成为一名装
配式建筑施工培训老师，把积累下来的操作经
验传授给更多人。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5月14日一大早，和煦的晨光斜掠过饱经风
霜的明故城墙，伴着氤氲的朝雾投射进古城曲
阜。习惯了每天骑车到辖区转上几圈的王长青
照例在卖旮旯面的摊位前和老板陈秀丽聊起了
家常。闲话间，有社区工作者恰巧路过叫了一
声“王书记”，让陈秀丽禁不住一激灵，“哎
哟！你是书记啊？认识两年了俺还一直把你当
邻里大姐哩！”

在曲阜市鲁城街道，有个“藏”在明古城
内的特殊城市社区。古城之内没有高楼、却有
景区，住户不多、商铺却不少，居民则大都是
上了年纪不愿离开的“老曲阜”……2018年推
行社区制改革后，曾经的“大杂院”摇身变成
了现在的鼓楼社区，可人们的生活习惯并没有
随着名称的变化而改变，环境卫生、市场秩序
等迟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调。为让这里的古
街、古楼、古城人变成该有的样子，从街道工
会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王长青被返聘上岗了。

“自行车交际计划”的效用

微胖的身材，温和的语调和总是挂在脸上
的笑容，是被鼓楼社区居民戏称为“暖心三件
套”的王长青标配。虽然她说这就是自己平日
里最真实的样子，并没有刻意做给人看，但这
股和气劲儿，还是成了王长青开启社区工作的
“金钥匙”。

2018年夏天，明古城墙内开放式的老居民
区宣布进行社区制改革，本来是细化服务、规
范管理的利民好事，守着自家小院、过惯了随
意日子的住户们却一下炸开了锅。

“我在这儿摆了10年摊儿了，凭啥让俺挪
地方？”“要装隔离带去别地儿装去，这进出
门咯咯噔噔的谁受得了！”……最开始，不论
是基础设施改造还是组织居民参加活动，几乎
是推一项“砸”一项。

位于“三孔”景区的后作街是条旅游要
道，每天游人如织，可因为道路较窄，过去人
车混行，滋生了不少安全隐患。经过仔细调查
研究，社区决定将这条街改为单行道，便于监
督的摄像头也紧跟着装了起来。

旅游秩序规范了，游客出行安全了，进出
家门被迫绕道的社区住户却不买账了，吵着闹
着要个说法。得知这一情况后，王长青提着马
扎和水杯主动上门，挨家挨户地讲利害、解心
结，120多户跑下来，很快熄了居民们的心头
火。后来她又找到交管部门，通过协调为涉事
居民发放了特殊通行证，只要没有违章驾驶行
为，摄像头不拍不罚，从根上解决了难题。

“过去没有社区概念，家家独门独户、各
过各的小日子，突然冒出个管东管西的社区
来，很多人一时接受不了。”从小就在城墙内
长大的王长青知道街坊邻居们在想什么，也知
道他们最讨厌指指点点的官员做派，于是，一
场“自行车交际计划”很快执行起来。除了上
班前下班后，工作不忙时她都会骑上车在古城
里转，乐呵呵地找人聊家常。王长青想：只要
把居民、商户都聊熟了，再帮他们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工作开展就会顺利很多。

疫情期间，看到很多商户急等着复工却买
不到防护物资，她就自掏腰包找关系买到手、
送上门；有老人喜欢在家门口种花草却不打扫
卫生，她就和网格员一起帮着老人打理出一条
美丽的鲜花小径，老人的习惯悄然随之改
变……

今年春节前夕，鼓楼社区的工作人员照例
提了米面粮油到困难老人家走访，一来是给老
人们拜个早年，二来想了解下他们的生活状
况，看还有没有什么急需。走访期间，77岁社
区居民孔凡恩家的大门久敲不应，让王长青一
下慌了神。回到办公室后，坐立不安的她一会
儿跑去周边邻居家询问，一会儿到老人家门口
继续敲，一天去了四五趟，终于在天色傍黑的
街口把孔凡恩等了回来。看到老人从远处走来
的身影，王长青快步迎了上去，“您老人家出
门这么久咋不吱一声？”语气里充满了带着担
忧的“埋怨”，而老人“嘿嘿”一笑，从手中
的塑料袋里摸出个苹果，“给！可甜了！”

看着为了找孔凡恩一天都没让屁股贴过板
凳的王长青，年轻的网格员们满腹疑问，“老
人出个门也正常吧？为啥这么担心呢？”对老
人生活习惯很熟悉的王长青一语道出其中缘
由。原来，孔凡恩的妻子和孩子都已去世，独
自居住的孔凡恩平日里很少出远门，附近也没
啥亲戚，王长青并不是单纯怕老人出意外，而
是习惯了在逢年过节时像亲人一样郑重地送上
点年礼，只为让他知道，即便没有了家人也还
是有社区在惦记着他。

在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们看来，王长青身

上有股子天然的亲和力。她既可以和老人们促
膝而坐、唱起大戏，也可以和90后的网格员们
聊B站的UP主、网络流行语“信手拈来”……
当王长青渐渐成为居民们口中的“大姐”“大
姨”“大妹子”，很多看上去麻烦的事聊着天
就解决了，而鼓楼社区的管理也开始慢慢走上
正轨。

当好社区管理者，

只有好脾气远远不够

在鼓楼社区的2624名居民中，有超过600位
老人长期独居，即便8名社区工作者天天只围着
他们转也很难提供周到的服务。如何在市场化
主体缺位的状况下解决养老难题？成了王长青
一直以来的一块心病。

“大娘，您平时最需要啥帮助？是买药看
病还是扫地做饭？”“如果由我们为您提供养
老服务，您是愿意到社区和其他老人一起住，
还是希望我们上门服务呢？”为摸清老人们的
真实想法，王长青先是带着网格员挨家走访、
建起养老需求台账，而后主动向联建单位曲阜
市第二人民医院寻求帮助，依托医院的专业力
量，延伸探索出了“居家医康养”服务模式。

在现代化的社区管理中，市县一级政府多
给社区配备了联建单位，以缓解基层压力、提
升问题解决能力，但由于缺少有效的工作衔
接，好机制往往难以发挥大作用。

敏锐发现这一问题的王长青大胆破除思想
桎梏，通过协商和曲阜二院签署了“共驻共建

协议”，由医院成立起包括24名医务工作者在
内的居家养老服务队，免费为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服务。此办法一出，不仅收获了居民一片点
赞，还成了全省居家养老的先进经验。

老人需要照顾却不愿离开家，就把专业的
“医疗保健+日常照料”送上门；日常生活衣食
无忧，就想办法让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起
来。“原来，俺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恨不得一人
守着一条胡同过日子，觉得孤独时顶多凑一起
晒晒暖、打打牌。”提起2年前的单调生活，如
今穿上笔挺西装站上省会大剧院舞台的居民张
正光直言自己就像换了个人，而社区也开始变
得充满活力。

作为“2020年山东新年文艺晚会合唱专
场”中唯一的社区合唱团，鼓楼社区的老人们
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而之所以能取得这
样的成绩，与王长青积极推动单位部门联建，
大量引入曲阜市文化馆、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
院（曲阜师范校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着密
切的联系。从书法绘画到戏曲舞蹈，从诗歌朗
诵到乐器演奏……如今，鼓楼社区的文化活动
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规范化，不仅周一到周五
天天有，而且天天不重样，获奖文艺作品更是
层出不穷。

照顾老年居民善借力，服务青年商户有方
法。复工复产后，在景区周边做汉服生意的
“昕汉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受疫情影
响，很多订单被客户退回，游客短时间内又上
不了量，老板陈德春急得天天蹲在店门口挠
头。王长青得知后迅速从曲阜电商企业一线搬

来“救兵”，手把手地教陈德春开网店、上传
产品信息和进行后台管理，一个星期不到就把
店面搬到了网上，解了燃眉之急。

“说白了，社区工作就是做服务。有了科
学的部门联动和资源整合，使得我们的服务更
精准、更细致。”王长青说，社区就是个小社
会，她到社区2年，惊天动地的大事遇到的不
多，面对的多是些针头线脑、非常具体的小
事，可只要把每件小事都做实做细，整个社区
就会变得温暖和谐。

红帆驿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孔府后门，有处古色古香、绿树成荫的
中式小院，被往来游客奉为“秘境”。得此赞
誉，不仅因为院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经
过了匠心雕琢、风雅十足，更因为其免费向游
客提供休息地、热水、地图、急救药等，彰显
了孔子故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浓浓
好客精神。

“我胃不太好，出门旅游最头疼的事就是
找热水，刚从孔府后花园出来看到‘红帆驿站
免费休息处’的牌子就进来歇脚了，没想到这
里还提供热水和导览，真贴心！”5月4日，来
自湖南的游客杨晓佼被红色的党旗标识吸引，
值班的志愿者还为她提供了细致的旅游咨询服
务。这样一个创新性的服务平台，正是由王长
青一手策划的。

忙，是王长青社区工作的常态。但53岁王
长青的忙，却忙得很“年轻”，处处充满了创
意和激情。

强化党在基层的战略堡垒作用，一直是社
区的工作重点之一，但具体咋抓，却着实难坏
了不少社区书记。为避免“涂脂抹粉”、做面
子工程，细心的王长青认为，作为曲阜旅游乃
至曲阜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位于“三孔”景区周
边的鼓楼社区应该主动站出来为游客做点什么。
于是，她找到在孔府外开饭店的热心店长魏国，
商量把他家店门前闲置的小院用起来，在为游客
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组织社区党员轮岗值
班，并推出一系列鲜活的“红色活动”。

提议一出，双方一拍即合。利用红帆驿站
的区位优势，“我和党旗合张影”“建国70周
年有奖问答”“《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快闪”
等极具时代气息的活动陆续在景区周边上演，
每次都能引来大量游客参与。围绕旅游志愿服
务这个核心，鼓楼社区无职党员和联建单位党
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而游客们的热
捧，则成了平台持续运行的源头活水。

在今天的鼓楼社区，红色胡同、红色商圈
等“红色元素”随处可见，一片“红”的背
后，是胡同里建起的、以解决百姓问题为出发
点的党小组，是在商户中树起的诚信经商典
型，是党建引领下的精细化网格管理……用王
长青的话说，“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
民群众的基础环节，用好了‘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这项秘籍，居民们的小日子一定会越过越
舒坦。”谈到未来的打算，王长青用她标志性
的语调柔和而有力地说，只要社区还需要她，
她就会一直当好居民们眼中的“邻里大姐”，
和他们一起携起手来朝前奔。

李尧：做建筑领域“搭积木”高手

“邻里大姐”王长青

在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们看来，王长青身上有股子天然的亲和力。她既可以和老人们促膝而坐、唱起大戏，也可以和90后的网格员们聊
B站的UP主、网络流行语“信手拈来”……当王长青渐渐成为居民们口中的“大姐”“大姨”“大妹子”，很多看上去麻烦的事事聊着天就解
决了，而鼓楼社区的管理也开始慢慢走上正轨。

由于是新职业，刚入职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几乎不具备该领域的工作经验，上岗前需要进
行集中培训。李尧告诉记者，公司每周都有考试和排名，只有达标才能上岗工作。经过近7个
月的培训，李尧才正式成为一名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 孟一 报道

王长青(左）说，
社区就是个小社会，她
到社区2年，惊天动地
的大事遇到的不多，面
对的多是些针头线脑、
非常具体的小事，可只
要把每件小事都做实做
细，整个社区就会变得
温暖和谐。

图为5月18日王长
青到108岁老八路王淑
清老人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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