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岚山大队巨峰中队中队长董加岭

创新交管办法
受到群众赞誉
本报记者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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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交通管理办法

董加岭告诉记者，他2006

年刚到中队任职时，全中队仅
有3名正式民警和5名协警。面
对辖区交通秩序混乱、重点隐
患路段交通问题突出的情况，
他便想出了“三步管理法”。对
路口乱停乱放车辆驾驶员进
行交通安全教育，促使其主动
远离路口停放车辆；对于经劝
说仍不将车辆驶离路口的驾
驶员，责令其到中队写“保证
书”，保证以后不在路口乱停
放车辆，并做到模范遵守交通
法规；对写了保证书仍乱停乱
放车辆的驾驶员依法进行处
罚。

这一办法实施后，没有
一名群众因此受到处罚，而

巨峰十字路口车辆乱停放这
一老大难问题也得到了彻底
解决。这种做法也受到了当
地群众的赞赏。

同事眼中的“拼命三郎”

在同事眼中，董加岭不
仅脑子活，而且还是个典型
的“拼命三郎”。

1997年的台风侵袭，他冒
雨在外面指挥，被风刮倒了，
他不顾膝盖磕出血，站起来
重新指挥，而且一站就是一
整夜。2006年9月，222省道一
辆油罐车侧翻起火，火头高
达10余米。董加岭主动冲上
前，疏散周围群众，由于火势
太大，他的脸被烤得阵阵发
痛，但董加岭硬是不吃不喝
在现场待了16个小时。

由于工作任务繁重，董
加岭经常在中队一待就是一
两个星期，年幼的孩子也只
能由妻子一人照顾。2007年的
夏天，13号强台风韦帕登陆
日照，当晚董加岭就带队上
路巡查，而家中妻儿却因为
卧室漏雨一夜无眠。

因为董加岭工作认真负
责、无私奉献，他多次荣获各
级荣誉。

在今年“日照十大杰出
青年”的评比中，董加岭榜上
有名。面对这些连他自己都
数不清的荣誉，董加岭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安交
警，虽然在工作中有收获、有
泪水，但我就是爱我这个岗
位，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不管有多少荣誉，我
还是我。”

董加岭(中)和同事一起发放交通知识传单。

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混凝土供应中心经理李惟峰

技术本领过硬
是员工好大哥
本报记者 张萍

优化混凝土配合比

年节省成本600多万

“质量是生存的根本”，
这是李惟峰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从业多年，李惟
峰从未间断对混凝土性能
的研究。2007年，李惟峰在调
任商品混凝土供应中心经
理期间，根据多年研究，提
出了矿粉、粉煤灰双掺理
念，进一步优化了混凝土施
工配合比。

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李惟
峰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只要有时间，李惟峰就
会到实验室，反复试验。那段
时间，李惟峰经常半夜才回
家，忙得忘记周末和节假日。

终于经过4个多月的研

究，通过对抗压强度数值的
统计分析，李惟峰和技术人
员创新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最大程度的降低了单方混
凝土的生产成本，每年节省
成本费用在600万元以上。

另外，李惟峰还率先提
出低品质粉煤灰掺和技术、
磨内物理改性技术与化学
激发改性技术，该技术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目
前我国相关技术的空白。

实行亲情化管理

是下属的好大哥

在公司的日常管理中，
李惟峰推行亲情化管理，每
当有加班轮班的时候，李惟
峰总是将自己排在第一个。
经常和下属倾心交流，探讨

工作，为他们解疑释惑，是
同事们眼中的“好伙计”和

“好大哥”。
“李经理一点都没有领

导架子，和我们一起吃食
堂，一起加班，没事还老爱
往工地上跑。尤其是在生活
上特别关心我们。”公司办
公室的一位员工对记者说。

在李惟峰的带领下，目
前公司的产能规模、机械设
备配置、专业施工资质均列
全市第一，在服务港口建设
的基础上，为日照市的城市
建设项目提供了质量优良
的混凝土产品，在社会上树
立了良好的口碑。公司年均
生产混凝土90万方，实现产
值3亿余元。公司连续三届被
评为“全国混凝土行业优秀
企业”。

李惟峰（中）和员工一起研究工作。

从警17年，38岁的董加岭因其
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创新交通管理
模式，获得荣誉无数。此次，董加岭
又获评“日照十大杰出青年”，对于
这些荣誉，董加岭却看得很淡然，
现任岚山大队巨峰中队中队长的
他还像刚入警时一样奋战在工作
一线，虽苦却从不言累，赢得了辖
区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在员工眼中，他没有领导架
子，和员工一起吃食堂、下工地。
在下属眼中，他有责任，有担当，
坚持技术改革，总能提出不少好
点子，为山东港湾建设集团的发
展做出了积极地贡献。他就是山
东港湾建设集团混凝土供应中
心经理李惟峰。凭着不断的努力
和卓越的成就，35岁的他获评
日照市十大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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