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岗：时刻守护8094幢老房，替百姓排忧解难
无论水管爆裂、线路故障还是白蚁侵蚀，只要热线电话响起15—20分钟必达现场

6 月 17 日， 上海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 市防汛指挥部于早上 7 时启动全
市防汛防台 IV 级响应行动。 此时， 陈
岗早已坐进值班室， 进入随时待命状
态。 但他并不慌张， 因为一个月前他
和团队就已做好汛期准备： 27 处排水
点疏堵每周巡查； 11 个点位、 每个点
位 100 包防汛沙包准备就绪 ； 人马 、

物资也都配齐———只要老屋有情况 ，

马上就能 “接单”。

对陈岗来说， 这样的 “备战状态”

是常态。

水管爆裂 、 线路故障 、 白蚁侵
蚀……一个热线电话响起， 陈岗就快
速调度资源， 时刻准备带领班组冲出
去 。 他给班组定了快于规定时间的
“小目标 ”： 15—20 分钟必到达现场 ，

开展抢险。

“老房子等不起， 老房子里的居
民也等不起。” 在他负责的 8094 幢直
管公房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房龄在 70

年以上， 其余也大多兴建于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 最容易 “小毛病缠身”。 他
三十年如一日， 奔波在老房的突发事
件现场， 替老百姓排忧解难。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是陈

岗朴实的保证，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些
极平凡、极琐碎的小事，对老百姓来说
却是燃眉之急。 他成了老百姓眼里的
“英雄”，一面面锦旗被送到单位，陈岗
笑得憨厚：“事情没有大小，关键还是要
看态度！ ”

“我是党员，我不上，
谁上？”

“干我们这行， 就是看天吃饭。”

近三十年来， 陈岗习惯了和极端天气
打交道。

这或许与此前从戎的经历相关 。

他身上带着军人的烙印： 坚定、 果敢、

冲锋在前。 穿上军装的他， 是祖国海
疆的守卫者； 脱下军装的他， 是小区
居民的守护者。

梅雨季，大雨倾盆。 他组织应急抢
险队伍集结，加固脚手架、拆除竹笆绿
网、遮盖屋面漏水、处置低洼积水……

一系列经过演习的流程高效、顺畅。

盛夏，高温橙色预警。 老屋由于屋
顶水箱出水管老化断裂，造成断水。 他
又带领团队，在滚烫的四楼屋顶开展施
工作业，历时 3 个多小时，完成 20 余米
白铁管更换，并提升了用水水压。

去年底今年初， 超强寒潮来袭，滴
水成冰。 应急班组更是 24 小时轮番作
战。淮海中路的一处直径一寸的消防喷
淋损坏，水如瀑布一般向外喷涌，陈岗

得知后带着梯子就往外冲。在-4℃的天
气里，为方便作业，他不穿羽绒服，一件
秋衣、一件毛衣、一件工装薄外套是他
全部的御寒工具。他站在梯子上仰着头
修理，“水直往脖子里灌”。 手套沾水后
结成冰，里面的衣服都被浇透，冻得人
直哆嗦， 但他只有一句：“我是党员，我
不上，谁上？ ”

每次完成任务， 即便是体感再不
适， 陈岗都不急着回去。 他总要留下
来再看看———维修效果好不好？ 附近
居民会不会受到影响？ 是否还存在着
隐患？ ……这是他的坚持。

此次寒潮中， 永善建筑保养工程
有限公司共完成 9746 张维修单 ， 出
动永善员工 6162 人次 ， 市场化责任
区 7365 人次， 紧急加派人员 2100 人
次， 及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 因为这
些 “冲锋陷阵”， 陈岗负责的 24 小时
应急维修处置及时率 、 满意率均达

99%以上。

急群众所急，“金点
子”让老百姓交口称赞

“急群众之所急”， 因为急， 所以
求新、 求变， 刻不容缓。 “哪儿有什
么技术创新， 不过是遇到了难题去解
决， 遇到了痛点得克服！” 陈岗在工作
中探索创新的 “金点子”， 物件并不稀
奇， 但其应急效率之高、 破除疑难杂

症之准， 让老百姓交口称赞。

南昌路 100 弄 2 号， 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 编辑部） 旧
址。 这幢建造于 1912 年的石库门旧式
里弄住宅 ， 保存着当年的红色基因 。

但砖木结构的老房子， 迫在眉睫的就
是白蚁侵蚀。 在上海市卢湾公房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支持和牵头下， 陈
岗为此创新试点， 运用内外诱杀技术，

将白蚁喜食且对白蚁具有极强引诱力
的木块固定在监测控制装置内 ， 请
“蚁” 入瓮， 缓解白蚁对房屋的危害。

再譬如倒丝牙技术。 从前， 水龙
头的管接头断了， 得两三人配合将墙
里里外外凿出一个洞， 人力成本投入
不说， 还破坏墙体， 维修后漏水现象
也容易再次发生。 陈岗带领团队， 创
新使用倒丝牙， 也就是将管接头像螺
丝一样 “拧” 出来修， 修复后再 “拧”

回去， 居民们称赞 “又快又好”。

老房电线短路， 查不出具体短路
点， 只得全部替换。 但他创新使用绝
缘表 ， 精准找到具体短路点 ， 只需
“查漏补缺”。

给路灯换灯泡， 爬上爬下既不安
全、 也不方便， 陈岗为此发明了 “升
降杆”： 将钢丝拗成灯泡的形状， 套在
升降杆上， 用这个 “工具” 可以把旧
灯泡拧下， 将新的拧上去。

协调邻里关系， 也是物业工作的
“必修课”。 以往居民上下家漏水， 楼
上住户要铲除地砖， 在水泥地上涂刷
防水层。 其间要反复晾干， 工期往往
需要一周。 往往是上家怕麻烦不愿修，

下家怨声载道， 影响邻里和睦， 矛盾
不断。

为此 ， 陈岗特意将 “地坪漏水 ”

列为工作室的课题研究， 引进、 试点
了新型渗透性防水材料。 新材料只需
要涂抹在地砖表面， 会自动渗透到地
坪中， 增加密实度。 晾干周期也缩短，

24 小时内就能正常使用， 有效缓解老
屋地坪漏水现象。

陈岗的“金点子 ” 成了居民关系
的磨合剂 ， 人心也随之抚平———老
百姓说 ： “生活质量好了 ， 谁又想
吵架呢 ？”

越来越多“陈岗”，成
为老房的应急抢险“英雄”

距离陈岗的值班室数十步远，是陈
岗房屋修缮技能创新工作室。2017 年 5

月， 以陈岗领衔带头的创新工作室成
立，集聚了一批经验丰富的水电中高级
技师。

就在这间 100 余平方米大的工作
室，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维修工具， 模
拟了公房房屋的各个基本构件和设施。

来到工作室的陈岗更加放松、健谈，

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些基本工具能够
帮助团队提升房屋抢险和应急处置能
力， 确保房屋安全。 你看这包裹着水管
的，就是我们创新引进的橡胶泡沫管，能
够解决极寒天气时水管爆裂的问题。 ”

平时， 他和团队就在这里潜心研
究， 攻克居民房屋维修难点。

工作室也鞭策着每一位成员埋头
苦干 。 这不仅是技能的提升 ， 更是
“工匠精神” 的发扬。 此前， 工作室在
组团式服务走访中了解到 ， 斜土路

330 弄和蒙自路 345 弄之间的通道既
狭窄又无路灯， 夜间居民行走、 非机
动车行驶均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工作
室立即认领项目， 组织技能精湛的水
电修理工排线安装路灯， 为社区营造
了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陈岗房屋修缮技能创新工作室还
先后参与上海市卢湾消防中队、 黄浦
区第二军休所、 西成里党支部等结对
共建， 为孤老、 军烈属等特殊群体维
修诉求开辟绿色通道， 为社区百姓解
决房屋修缮难题。

就在前不久， 一位孤老送来一面
锦旗 。 原来 ， 她闻到家里有焦味儿 ，

慌得六神无主。 陈岗和他的团队及时
上门， 发现是电线粘连迸发火星。 他
很快清除隐患 ， 并留下电话号码 ：

“别怕麻烦， 有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

现在， 工作室的规模还在不断壮
大 ，越来越多的 “陈岗 ”正默默地做着
老房的应急抢险 “英雄 ”，温暖了整座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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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薇：科技助力冬奥，把论文“写”在皑皑雪山
作为上体冬奥科技攻关团队一名博士党员，多次前往训练基地提供科技服务

忙碌的毕业季， 庄薇顺利完成博
士论文答辩， 即将告别在上海体育学
院 11 年的求学生涯。 不过， 在她的日
程表上 ， 还有一项重要课题尚未完
成———三年前， 她加入上体冬奥科技
攻关团队， 参与 “科技冬奥” 重点专
项 “冬季项目运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
术研究”， 项目结项时间是明年 6 月。

“‘科技冬奥’ 项目是将我们的研
究应用于实践， 通过科技助力帮助运
动员提升水平。 虽然要毕业了， 但随
着冬奥会临近， 运动队备战进入冲刺
阶段， 科技服务和课题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 三年多来 ， 庄薇作为一名党
员， 在团队中承担了多项具有挑战性
的科研任务和繁杂的事务性工作， 并
多次前往崇礼、 涞源等国家跳台滑雪
训练基地开展科技助力工作。 “平时
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面对
困难时 ‘我先来 ’ 就是最直接的反
应。 虽然在项目的过程中也曾遇到不
少挑战， 但当提供的科技报告得到教
练认可， 当运动员的成绩因科技助力
而有所提升 ， 我们内心感到非常自
豪。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助中国冰
雪健儿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上取得
优异成绩。”

从冰雪“小白”起步，
做敢于“吃螃蟹”的人

本科三年级时， 庄薇就成了班里
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 。 “从入校起 ，

就很想为同学和班级做些事， 所以积
极参加学生工作。 后来成为班里的团
支书， 自己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 觉
得奉献的过程很开心。” 回想努力向党
组织靠拢的日子， 庄薇用 “心向往之”

来概括， “从身边党员身上看到他们
兢兢业业的工作风格和表率作用， 自

己深受触动。”

11 年求学生涯里， 庄薇在学术领
域深耕细作， 也在各项攻坚克难的科
研任务中勇往直前。 2018 年， 上海体
育学院作为牵头单位， 获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冬奥” 重点专项
多项课题。 运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宇
带领团队承担 “冬季项目运动员技能
优化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 庄薇从立
项之初就成为团队主要成员。

“做科技冬奥项目之前， 我连很
多冬季项目的名称都叫不出来， 规则
更是一片空白 。” 虽然在体院就读多
年， 也做过不少针对运动员的相关课
题， 但对于相对小众的冬季运动， 庄
薇和团队里的大部分成员一样并没有
深入研究。 “接到任务后， 我们通过
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 对照每
个项目的中英文收集资料、 解析数据、

咨询相关国际学者， 一点点累积。” 短
短几个月， 庄薇就和同学一起完成了
基于世界级运动员身体形态、 机能及
素质特征的雪上项目冠军模型研究 ，

不仅为我国雪上项目运动员的训练及
选材提供重要参考， 也为团队后续为
跳台滑雪项目开展科技助力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其实不仅国家队之前缺少这方
面研究， 国际上从事跳台滑雪分析的
也比较少。 这项运动活动范围大， 又
是在室外完成， 数据采集和分析都有
一定难度。” 从不了解冰雪运动的 “小
白 ”， 到给出建设性科技报告的 “行
家”， 庄薇谦虚地表示， 自己只是将冬
季项目的需求与多年来所学的知识和
研究内容相结合， “中国冬季运动起
步较晚， 我们算是在这个项目上 ‘吃
螃蟹’ 的人”。

做教练的“第三只
眼”，-40℃极寒依然坚守

过去三年时间里， 上体冬奥科技
攻关团队从神经—生物力学增能技术、

关键动作技术优化 、 临赛心理干预 、

损伤预防及康复等多方面展开研究 ，

使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提升运动
员竞技水平， 科研成果在多个项目得
以应用。 团队成员轮番出征， 分批前
往阿尔山、 崇礼、 涞源等国家队训练
基地， 形成了 “长期跟队、 常态化下
队” 的科技助力模式。

“我们通过微型可穿戴设备和三
维无标记点运动捕捉系统， 完成数据
采集和生物力学的诊断分析， 并快速
提交科技报告供队伍参考。” 庄薇介绍
说 ， 科研团队在队伍中扮演的角色 ，

如同教练的 “第三只眼”， “比如跳台
滑雪选手的助滑速度、 起跳角度、 身
体姿态等， 过去只能依靠教练的经验
来感觉， 现在可以通过科技助力精准
量化、 快速反馈， 对完善训练细节有
所助益。”

今年初 ， 庄薇随团队前往崇礼 ，

为跳台滑雪国家队开展科技服务。 刚
刚抵达基地， 一场多年不遇的极寒就
给了大家一个 “下马威”。 “团队北方
人占多数， 但-40℃的气温还是让大家
很难适应， 甚至暖宝宝也失效了。” 庄
薇回忆说， 低温不止让团队成员冻得
手脚失去了知觉， 器材设备的电线也
被冻裂， “后来只能用土办法， 将棉
帽层层包裹给器材保暖。”

极寒天气和当时尚未完工的配套
设施， 给户外数据采集工作带来了巨
大挑战， 但只要国家队安排训练， 庄
薇和同伴都会赶在队伍之前抵达训练
场 ， 从上午 9 点一直忙到下午 4 点 。

“队伍需要， 我们就在。 团队一般分成
两拨， 一拨在山上采集出发台的数据，

一拨在山下负责接收传感器的信息。”

为了传送设备， 两支小分队时常要在
半山腰碰头交接， 相当于 40 层楼高的
阶梯是仅有的通道。 作为团队中的党
员 ， 庄薇主动承担起了这项任务 ，

“山上风大， 楼梯上还有积雪， 旁边只
有一根绳子保护， 刚开始的确有些腿
软， 但也都挺过来了。”

除了白天的户外数据采集，随队结
束训练返回驻地后，科研团队还有大量
的数据解析工作需要在晚间完成。 “我
们把采集到的数据进行筛选、 解析，输
出成一份直观易懂的科技报告交给教
练团队，同时通过加注评价和小结提供
针对性建议。”庄薇坦言，队伍训练量大
时，忙到凌晨是常有的事，“毕竟教练都
想早点看到报告，好对第二天的训练作
出调整，我们辛苦点是应该的”。

走出实验室，让研究
成果在实践中彰显价值

从校园实验室到雪山训练场 ，

“科技冬奥” 项目让庄薇和团队成员把
论文 “写”在了皑皑雪山。“之前更多的
是埋头做实验， 得到了很多数据结果，

但能否运用到实践中常常是未知数。 ”

她坦言，通过这个项目，自己进一步认
识到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性，

“真正走出实验室，走到应用中去，才真
切体会到这些数据的价值。 ”

当竞技体育达到一定高度，靠经验

挖掘潜力的空间已十分有限，需要通过
科技助力进一步实现突破。在上体冬奥
科技攻关团队中，“能用科技解决的事
就尽量不用运动员的汗水解决”已成为
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的共同理念。 “即使
不跟队的时候，团队也时常收到教练的
积极反馈。 大家都很有干劲，觉得哪怕
能帮运动员实现微小进步，工作都是很
有意义的。”庄薇认为，意义不仅在于当
下成绩的提升，更在于为中国冰雪运动
的未来发展筑牢科研基础，“对于一些
差距比较明显的项目而言，短期速成不
科学也不现实，但从长远来看是极为重
要的积累”。

再过半年多时间，冬奥盛会就将在

北京启幕，受益于科技助力的中国冰雪
健儿们将亮相世界瞩目的舞台。 “在国
家队时， 每个人的衣服胸前都绣着国
旗，自豪感油然而生。 队员们日复一日
练得很辛苦，如果在冬奥赛场上看到那
些熟悉的名字，我会非常激动，也希望
他们都能取得好成绩。”期待之余，庄薇
心中也装着满满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

“参与‘科技冬奥’项目的宝贵经历，为
我的未来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体育领域
的科技创新，需要我们贡献更多力量。”

人物小传
陈岗 ，1972 年出生 ，1995 年 10 月

入党。1991 年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房屋修

理水电工。现任上海永善建筑保养工程有

限公司应急抢险班组经理， 负责 8094 幢直管公房的 24 小时

维修抢险、防台防汛、高温寒潮、火警等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他所

带领的班组获得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

2020 年度优秀服务示范窗口、 上海市最美物业服务团队等荣

誉，以其命名的陈岗房屋修缮技能创新工作室获评“2020 年度

上海市职工创新工作室”称号。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人物小传
庄薇 ，1990 年出生 ，2012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
专 业 运 动 生 物 力 学 方 向 博 士 研 究 生 。

2018 年起成为上体冬奥科技攻关团队主要成员 ，参与 “科
技冬奥 ” 重点专项 “冬季项目运动员技能优化关键技术研
究 ”，多次前往崇礼 、涞源等国家跳台滑雪训练基地开展科
技助力工作 。 随团队荣获 2020 年度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 ）”称号 。

极平凡、极琐碎的小事，对老百
姓来说却是燃眉之急。‘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是自己朴实的保证。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助中国冰
雪健儿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取得
优异成绩。

■党旗飘扬 ·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谷苗

摄影:袁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