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
暑，每天早上，在马鞍山桥工地总
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自行
车穿梭于施工现场与项目部之间；
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只要一说
起他，马鞍山项目部领导和同事没
有不啧啧称赞的。他就是马鞍山长
江大桥MQ-01标安环部副部长王阿
龙，他在“长江大桥杯”劳动竞赛
中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1
年获得了大桥局“五一奖章”。

作为一名工作了近 30年的老同
志、老安全员，他的现场安全管理
经验可谓丰富。他每天都要上中塔，
而他每上一次中塔就是一次全方位
的检查，到了码头，他会看看码头
通道是否通畅、上下船跳板是否安
全、乘船的人员是否穿好了救生衣；
上了围堰，他第一看上下通道是否
顺畅，其次要看施工人员的安全防
护用品是否佩戴齐全，安全帽戴得
规不规范，高空作业的人员是否系
好了安全带。随后他会走上施工平
台，看看平台的安全防护到不到位，
有没有孔洞，栏杆、安全网有没有
损坏、脚手板是否牢固等等；然后
就是查看用电的情况、氧气、乙炔
的使用是否违规、动火是否符合要
求；最后他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几
个吊机、吊船的吊装作业是否有违
章或安全隐患……他日复一日地坚
持，每天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

问题。自马鞍山长江大桥建设以来，
他一共发现安全隐患 100多次，下发
隐患整改通知书 18张，为项目部实
现自开工以来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的
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业主和监理每
次来检查安全，都要问王部长在不在
现场，如果有人回答说在，他们就会
说：“有王部长在，我们就放心了。”

作为安环部的负责人，王阿龙的
工作很繁重，从规章制度的制定、员
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安全交底、安全
检查、安全资料、参加安全会议，可
以说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可他却从
来没有一声怨言。他白天检查工地，
晚上回来要指导安全员做资料，每个
月两次的安全教育是雷打不动。开展
劳动竞赛以来，为了保证赶工期期间
的安全，他更忙了，快 50岁的人了，
长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使他患上了多
种疾病，可每当领导劝他多休息休息
时，他却说：“习惯了，你让我呆在
家里，我反而难过。”正是这种爱岗
敬业精神，使他 30年如一日地扎实
干好安全工作，也保障着参建工程施
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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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2009年B公司承包A公司某建设工

程项目部分劳务，因工程需要，与C公
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C
公司分批向B公司提供所需钢材，A公
司项目部在未得到公司书面授权的情
况下对 《钢材购销合同》 进行担保，
并加盖了项目部公章。C公司按合同要
求，完成了所有供货义务，但B公司仍
拖欠货款300余万元未予支付，C公司
经多次催收无果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B公司支付货款300余万元，A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
B公司与C公司的《钢材购销合同》真
实有效，且B公司对欠款金额无异议，
故判决B公司在判决生效10日内支付全
部欠款，A公司项目部签订的担保合同
无效，由A公司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100%责任），此责任为连带责任，A
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B公司追
偿。

法理分析
本案涉及企业分支机构签订担保

合同无效时的责任承担问题。企业的
分支机构，是指分公司、办事处、项
目部等单位。分支机构本身不具有法
人资格，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不能
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公民才具备担保资格，
所以分支机构不具备担保资格。根据
《担保法》第 29 条规定，企业法人的
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
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
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
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
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
承担民事责任。此条将过错责任承担
者列为企业法人，是因为分支机构作
为在合同上的担保主体，本应承担担
保责任，但由于其并非独立的民事主
体，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也就不能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只能由
分支机构归属的企业法人承担赔偿责
任（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担保合同无
效，一般会认定担保人承担过错责任，
要证明债权人是否存在过错十分困
难）。《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7
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
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此条说明债权人可以要求
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法人与主合同债

务人任何一方履行全部债务。结合本
案，A公司项目部在无公司书面授权
又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情况下签订担保
合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存在过错，
而 A公司对其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管理
也存在过错，所以 A公司应承担过错
赔偿责任，故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本案启示
1.严禁分支机构在无公司书面授权

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防范企业利
益流失和法律风险，确保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秩序。

2.加强合同评审力度，妥存合同评
审记录。进行合同评审时，除要对合
同的主要条款进行审查外，还应对附
加条款、补充条款、以及主合同中具

有担保含义的条款等进行审查，将类
似条款予以删除；对于需要上级审批
的合同，应严格执行相关审批程序；
已经评审完毕的合同，应将评审记录
妥善保存，以便备查。

3.加强分支机构印章管理，避免引
发经济纠纷。企业应加强对分支机构
印章使用的管理，如需使用印章必须
按规定填写用印申请表，待完成相关
审批手续后方可使用，印章使用后，
应立即将申请表归档备查。严禁将本
单位印章交由分包单位、合作单位或
其他人使用。

项目部提供担保无效 法院判公司过错担责
1.My job involves a lot of
administrative work.
我的工作和行政事务有很多关
联。
2.Team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job.
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
是团队合作。
3.Job satisfaction is important to
us.
工作上的成就感对我们来说很
重要。
4.We will appreciate very much if
you give us this project.
如果你们把该工程给我们，我
们将不胜感激。
5.I can assure you the prices we
offer you are very favorable.
我敢保证我们向你们提供的价
格是合理的。

编者：大桥局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过去有着许多动人的人
物和故事。如果您知道大桥局一些鲜为人知的尘封旧事，或者认识一
些有故事的可爱老人，或者手里有一些老照片，欢迎给本报来稿或来
电，本报与您一起重温过去的故事。【 】
姻老照片·老故事

1957年 10月 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
这张照片十分罕见，也是吕永兴老人十分珍惜的一张照片。吕老说，

这张照片是当时他找武汉市的一位作曲家要的，一直当作宝贝，很少叫人
翻动。那位作曲家说，像这样有题头的照片，整个武汉是没有几张的。

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典礼主会场被安排在汉阳桥头铁路桥面上，主席
台上就坐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和苏联专家。作
为大桥的建造者，大桥局的职工被安排在了主会场。“从莲花湖边上的那
条小道上去。那条小道是专为大桥局开放的，就是钻过铁路上桥头的那条
小路。”
“那天人山人海，桥两边插满了旗帜，文艺表演由湖北省和武汉市组

织，还有很多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有舞龙、划旱船、大秧歌，那天唱得最
响的是给我照片的那位作曲家写的歌。第一句就是‘龟山蛇山上，万杆红
旗飘’。人太多了，整得整座桥都有点晃动。人一辈子能有这一天，真好！”
吕老还哼起了万杆红旗飘的旋律，那是进行曲的旋律。

吕老介绍，他当时只是大桥局俱乐部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当时局工
会宣传部的许金安有一架照相机，对当时的情况比他知道得更详细。

（吕永兴供图高武配文）

员工论坛

清朝陈弘谋在《从政遗规》中
说：“ 人只一念贪私，便销刚为
柔，塞知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
污，坏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贪
为宝。”

我国自古就有很多清正廉洁垂
名千古的例子，东汉时的“杨震拒
金”、“一钱太守”；晋代时的“陶
母退鱼”、“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南宋大臣张俊“一贫如此”；明朝名
臣于谦“两袖清风”；春秋记载“以
廉为宝”，明清流传“不私一钱”、
“手好不要钱”等等。中国古人有廉
洁、正气之风，给我们后人标树了
一个个鲜活的典范。

正所谓风正人和企业兴，身为
桥梁建设队伍的一员，我们要汲取

古人高贵的品质，树立以国之兴衰、
企之兴衰为己任的意识，弘扬积极
向上的社会理念和风尚，弘扬优良
传统和作风，抵制各种腐朽没落的
思想意识，激浊扬清，扶正祛邪。
在行动上，我们要筑牢道德防线，
慎用手中权力，促进廉洁从业。从
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从严从细约束自
己，防微小之恶，才能在大事大节
上守得住；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良知，
扬微小之善，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凝
炼品格，逐渐形成企业昂扬向上的
朝气、一往无前的锐气、清廉节俭
的正气，从而保持企业生机勃勃的
发展活力，为企业和谐稳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持。

风正人和企业兴
□程 彬

大桥人真是好样的！
□袁博

“不好了，起火啦，快来救火
啊！”年前的一个午间，急促的求救
声打破了小村庄的静谧。正在附近施
工的二公司铜陵桥项目部第二架子队
领工员胡卫东闻声望去，只见不远处
一户村民房屋上空浓烟滚滚，一些村
庄里的老弱妇孺正往那里赶。
“快，老百姓家着火啦，大家抄

家伙，跟我上。”胡卫东迅即带领现
场的兄弟们，拿起水桶和器皿，跑到
失火村民家中灭火。

气候比较干燥，该户村民疏忽大
意，一不留神将放在厨房中的柴禾堆
点燃了起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
而家中及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
或到电缆厂上班去了，情急之下，老
农惊慌失措，只能大声向外呼救。

大火燃烧产生的浓烟熏得人眼睛
睁不开，让人无法靠近，可如果短时
间不将火扑灭，势必殃及主屋和邻居
……面对险情，胡卫东和员工们奋不
顾身地冲到了救火的第一线。

厨房一根木质的横梁烧断了，险
些砸到了大桥建设者的身上，可是他
们全然不顾，奋力灭火，在村民的协
助下，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被扑灭了。
“大桥人真是好样的！”“今天如

果不是大桥局的人及时救援，后果真
是难以预料，不堪设想。”附近的村民
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由于救火
及时，这户村民的损失被降到了最低。

铜陵桥开工建设一年多来，大桥
人一直致力于建立和谐的路地关系，
为大桥建设积极创造良好的地方环境。

红
旗
渠
随
想

2011 年冬天，我们到
林州市林长高速公路第六
合同段检查。该项目位于
太行山深处，著名的红旗
渠就在附近。 1960 年 11
月，因自然灾害和国家经
济困难，总干渠停工，为
早日将漳河水引入林县，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
当地各公社挑选了 300 名
青年组成突击队，继续施
工。为了填饱肚子，他们
上山挖野菜，下水捞河草，
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仍坚
持战斗在工地，当时红旗
渠建设者提出了响亮的口
号：“崖当房，石当床，
虎口崖下度时光，我为后
代创大业，不修成大渠不
还乡。”他们以愚公移山的
精神，终日挖山不止，建成著名的红
旗渠工程。
林长项目部施工区域位于太行大

峡谷边缘，地处林州大断裂带影响区
域，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恶劣，
仅有一条狭窄的旅游公路与外界联通。
我们坐上项目部的车，绕着盘山公路
颠簸了好几个小时。途中山高壑险、
道路崎岖，引起我们一阵好奇之后，
又使我们胆战心惊，不由得感慨“太
行更比蜀道难”。
该项目部物资部部长徐景春告诉

我们，进工地的路弯道多、陡坡多、
崎岖难行，物资的进场调配十分困难，
物资往往不能一次运送到工点，还必
须经过多次小批量的来回倒运，这样
不仅延误了工期，而且加大了成本。
到大雪封山的时候，项目部一百号人
吃饭喝水就成了问题，项目部提前储

备的土豆、萝卜总是没两
天就吃完了。

我们感慨项目部条件
艰苦，徐景春却说，这还
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晚
上，山区的夜晚寒冷寂寞，
思念家人的痛苦更是无法
言喻。

徐景春说，他们家三
代建桥，爷爷和父亲都是
大桥人，从老家东北转战
半个中国。他的父亲曾参
加过福建闽江大桥的建设，
担任吊装工。当时他大概
只有四五岁，跟着母亲从
东北老家来看父亲。坐在
船上，看到大桥飞架南北，
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从
小看着爸爸走南闯北，听
着爷爷讲修路、建桥的奇

闻，他也想在他们奋斗过的天地里干
一番自己的事业。后来，他也加入大
桥局，成为一名建桥工人。

由于大桥工期紧张，徐景春几年
都没有回家乡过年，这种辛苦不只是
风餐露宿、肩扛背负、加班加点、通
宵达旦，还有四处漂泊、四海为家，
没有时间回家照顾老人、抚养小孩。
每次回家，孩子都会变一个模样；每
次离家，孩子都会哭成一个泪人。

徐景春说，虽然如此，作为一名
大桥人，他仍然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
桥工有一个说法：一辈子住现场，一
辈子架钢梁，一辈子吃食堂，一辈子
做牛郎。这使我不禁想起红旗渠建设
者提出的响亮口号“崖当房，石当床，
虎口崖下度时光，我为后代创大业，
不修成大渠不还乡”。我们大桥建设者
不正像红旗渠建设者一样伟大吗！

□

陈
伟
华

本报综合消息（通讯员王海芳陈
苏川 殷诗卉 周 超 高 武 罗先兰 杜 馨
江 辉） 1 月 23 日是农历正月初一，
春节前后，集团公司各单位纷纷组织
了各种庆祝、慰问活动，增添节日气
氛，温暖职工内心。

1月 17日，二公司召开了南京地
区部分复员军人迎新春座谈会，慰问
复转军人，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二公
司党委安排工作人员逐家逐户地对优
抚对象进行慰问，了解并解决各种生
活上的困难。此次慰问共发放慰问金
34000元。

1月 19日，四公司党委从党组织
经费中拨出慰问金 24400元，对 40名
困难党员、老党员以及老干部进行了

春访慰问。
1月 19日，六公司举行新春团拜

会，该公司基层职工代表、离退休职
工代表及各部门代表欢聚一堂。六公
司摩洛哥项目部员工也通过网络，与
大家互赠春节祝福。元旦、春节期间，
六公司为武汉、襄阳、谷城、九江等
地的离退休干部、内退职工、劳模、
伤残职工、困难职工及家属送去问候
共计 1430人次。受发展历程影响，六
公司员工、家属居住分散，为了能让
四地的职工及家属感受到该公司的关
怀，六公司工会人员兵分几路送慰问
品、慰问金，在职工家中、在医院病
床前与他们促膝谈心，关心了解他们
的所想所虑，倾听他们意见和建议。

针对部分散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离退休、
内退职工，六公司工会则采取电话慰
问的方式向他们送去新年祝福，并通
过邮局寄去慰问金。

1月 14日，七公司举办了迎新年
拔河比赛。该公司机关各部门 80多人
分男女两组分别进行了比赛。在助威
声中，各队铆足了劲，力争胜出。

1月 18日，船舶分公司总经理陈
春华一行到九江市庐峰小区 4 栋 1 单
元 202室，慰问了退休老职工殷进庭。
船舶分公司现有员工 639 名，其中退
休职工占 54%。每年春节，该公司都
会看望和慰问这些老职工以及在职的
困难党员职工和劳模代表。

1 月 18 日，机械租赁分公司党、

政、工、团组织全体员工在三角湖度
假村举办了新春团拜会。团拜会上，
该分公司领导和员工表演了精彩节目。
全体女职工表演的手语舞蹈《感恩的
心》、机修厂的小品 《非诚勿扰》、抢
椅子、绑腿捡球等游戏把会场的气氛
推向高潮。在 《同一首歌》 歌声中，
大家共同举杯迎接龙年的到来。

1月 23日，琅岐闽江大桥Ⅱ标段
项目部大院内张灯结彩，广播里播放
着欢快的民族歌曲，鞭炮声声震耳，
焰火连连呼啸，每一位在工地过年的
职工和亲属们的脸上都挂着笑容。项
目部组织了“迎新春”文娱活动，并
举行了吹乒乓球、飞镖、套圈、跳绳、
投篮等趣味性体育活动。

集团公司各单位欢度春节

髈炸圆子、梅菜扣肉、卤蹄 、卤
鸡蛋、油炸花生米、凉拌番茄，还有
清蒸鱼、排骨萝卜汤、凤爪，再配上
金六福酒与可乐，好一桌丰盛的中国
菜！然而饭桌，却摆在万里之外的非
洲摩洛哥。

2012年龙年春节已经是大桥人在
摩洛哥度过的第二个春节了。为了早
日完成摩洛哥王国拉巴特环城高速公
路格里格河谷斜拉桥，大桥人选择留

在工地，邀摩洛哥朋友一起度过春节。
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没有亲朋好
友团聚在身边，但贴春联、挂灯笼、
吃年夜饭、玩游戏、开晚会，一样都
不少。加上热腾腾的饺子、友好热情
的当地朋友、旖旎的地中海风光，这
个异国春节，依然洋溢着浓郁的温情。

除夕当天，项目部工地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项目部专门从国内采购了
一批春联、灯笼，搅拌站操作人员刘

启良、塔吊操作司机龚晓琨、项目部
试验室主任李新华主动承担了贴春联
的任务，将办公室、宿舍区装点得一
派喜气。联欢晚会的舞台就设在项目
部篮球场上，大家把蓝色窗帘串起来，
做成了幕布，点缀上春联、福字、中
国结、气球、灯笼，在舞台周边挂满
彩灯，再配上当地的乐器，十分漂亮。

当地时间中午 12点，经过一上午
的忙碌，开饭了，在北非正午的阳光
照耀下，大家共同举杯庆农历新年。
这顿年饭在当地算是午饭，可在国内
正好是晚上 20点，是名符其实的“年
夜饭”。

吃过团年饭，大家一边准备新春
联欢晚会，一边开始包饺子。摩洛哥
客人们也亲自动手包了几个饺子，手
艺一点也不差。

在项目部乒乓球室，摩洛哥高速
公路总监 AZZOUZI 先生“秀”了一
下他的球技，他的夫人就在旁边加油
助威。在项目部的篮球场上，办公室
的赵红马拉着摩洛哥国家高速公路的
工作人员 ZINEB，教她踢毽子。

在会议室休息的客人，项目部为
他们精心准备了各类桥梁建设的动画，
包括武汉二七桥、澳门西湾大桥、北

京西六环转体斜拉桥、苏通大桥、铜
陵长江大桥等的施工动画。客人们聚
精会神地看着施工动画，看着一座座
彩虹横跨南北，天堑变通途，被这些
壮举所打动。

夜幕降临，当地时间 19点整，联
欢晚会正式开始了，大家纷纷走向舞
台，唱出了自己的拿手歌曲，通过自
己的歌声献出自己最美好的祝愿，寄
托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之情。已经订婚
的翻译梁凯与宋亮亮，原本打算一起
回国过年，因工作需要又回不去了，
他们以一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的温
情对唱和深情的拥吻获得了现场 100
多名中外友人的祝福，将晚会气氛推
向了高潮。摩洛哥客人们也纷纷走向
舞台，参加夹饺子比赛、吹气球比赛，
热情奔放的摩洛哥当地歌舞再一次将
联欢会推向高潮。

当地的朋友还送来了大大的蛋糕，
上面特意做了大桥局的局徽，分别用
中文与法文写上“新年快乐”。

大年初一放假一天，项目部组织
部分人员外出到非洲最北角的城市丹
吉尔放松一下，神秘的摩洛哥“非洲
之洞”、精美的当地工艺品与石器、浩
瀚的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边斯帕特
尔海角灯塔，使大家心胸变得宽阔起
来，身心彻底地得到了放松。

拉巴特环城高速公路格里格河谷
斜拉桥由六公司承建，是摩洛哥王国
第一座斜拉桥，建成后将成为摩洛哥
乃至非洲的标志性建筑。

安全生产“守护者”
———记“长江大桥杯”先进工作者王阿龙

集团公司工会主办

□彭芳芬

在六公司摩洛哥格里格河谷斜拉桥项目部，员工们举杯共庆新年。何婕摄影

本报黄冈讯（通讯员 孙奇忠） 1
月 26日，农历正月初四，湖北卫视和
黄冈电视台记者来到我黄冈大桥工地，
采访了节日期间在工地坚持施工生产
的大桥建设者。记者们冒着严寒，登

上了大桥 3号主塔 170米高的施工平
台，近距离采访了一线工人。

1月 27日，湖北卫视 18时 30分
《湖北新闻》头条播出了黄冈长江大桥
节日坚持施工的新闻。

湖北卫视春节到黄冈桥工地采访

异国春节年味浓
□翟连有 曹如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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