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宽视野、深化技术管理 

——2011年下半年学习心得 

徐一大 

为积极响应公司构建“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学习型部室”的

评比活动，作为公司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我从“帮”、“带”、“学”三

字出发，以总师室为平台，以自我学习为基础，以团队学习为手段，

以共同提高为目标，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管理类培训学习办

法，充实了技术类培训学习的内容，完善了创建“学习型部室”的内

涵，强化了总师室作为技术管理龙头的表率作用。同时，我积极发挥

总师室三位副总师的技术特长，与规划部、工程部和市政工程部进行

互补交叉式的管理，让技术管理知识行之有效地与执行部门对接。 

首先，通过咨询上海市的优秀技术管理人士，“帮”助公司技术

管理人员拓宽视野，外出考察，参观外地、上海优秀的项目，请对方

技术主管进行现场讲解，破解技术管理在土地招商、土地储备、土地

出让、建设立项、建设协调、后期维护、物业管理等诸多环节中的诀

窍。使总师办、规划部、工程部、市政工程部的同志们能够及时地了

解最新的技术动态和管理理念，积极地推进新城的项目管理质量水

平，同时也凝聚了新城技术管理人员的战斗力和自信心。通过对外滩

久事公司大楼、浦东证大喜马拉雅广场、浦东“美丽上海”商旅文化

建筑群、“悦达 889”商业办公综合大楼、朱家角尚都里广场商业综

合体、松江巨人网络总部大楼、广州珠江新城、杭州钱江新城等项目



的考察，为公司积累了大量的可以参考的技术案例，为新城的新一轮

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通过撰写培训文章，“带”领总师室团队成员养成“学无

止境”的学习习惯。今年我一共写了约二十五篇技术类随笔。这些随

笔主要记录了平时对新城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以及对最新的

国内国际先进技术理念（包括生态城市、绿色建筑和智能化技术等）

的概念介绍，另外还对上海市“十二五”计划等对新城建设有指导意

义的文件进行解读。 

另外，通过加入上海市建筑学会这个技术平台，我组织了多次与

学会其他会员单位的会员进行交流，还邀请相关的技术专家到公司来

传经送宝，如节能专家、BIM专家、数码专家。我还组织相关同志走

出去，参加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南京的年会，听取了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中科院院士郑时龄、工程院院士张锦秋以及其他相关专家共

四十几场专题报告会，全面了解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趋势以及新

兴的技术领域，让大家以更高的工作热忱和更远大的理想来实践“嘉

定新城”这个梦想。今年下半年，我还代表上海市建筑学会参加了在

澳门举办的“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年会”，在会上交流了题为《智能

化技术在新城建设中的应用》一文，该报告得到了学会代表的热烈反

响。 

最后，为落实技术管理，加强自身的管理知识的“学”习，我利

用双休日自费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的“工商

管理高级研修班”。因为技术是管理的基础，但要把技术作为管理对



象来研究，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本着“学以致用”，一切从

“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的想法，我利用休息日逐步深入地了解

了工商管理的一些基本理念，以及由工商管理入手，对房地产行业的

发展以及宏观经济走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另外，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学习了大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

党历史，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建设时期

各阶段的执政理念的理解，以及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应尽的义务。 

 

现今的世界，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和发明在产生，如何保持自己旺

盛的求知欲以及思考该学些什么是我经常面对的问题，“学无涯而生

有涯”，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去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或者提供解

决问题的方法，身在嘉定新城，看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环境景观

日益宜人，深感平时的辛苦与付出是值得的，更深感技术管理需要做

精、做实，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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