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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进老字号很“吃香”

赵大成已经在内联升工作了32年了 。
在内联升大栅栏营业楼里给顾客进行制鞋
表演也已经10多年了。 他边制鞋边对记者
说： “我是接父亲班到这里的。 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 高中毕业后找工作难， 只能走
接父亲班这条路。 那时， 我们接班的有20
多人， 能够到老字号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 我们这批人调走了不少。 现在的年
轻人到这里工作的也不多。” 赵大成叹息老
字号里的年轻人， 同时也肯定了徐文浩踏
实在内联升工作表现。

而北京红都集团公司高级技师、 中华
技艺大师高黎明则认为： 年轻人的新思维
打开企业新方向。 “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
以前的人不一样。 像我们这一代人， 想法
都比较简单， 只要学好自己的手艺活就好。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都想当管理人员，
选择做技术人员的少， 这也许跟整个社会
的环境有关。”

接班的北京年轻人不多

今年28岁的徐文浩是地地道道的老北
京人的后代。 按照现今北京年轻人的习惯，
应该出现在外企、 高领阶层， 而不应该出
现在制鞋企业。 而徐文浩却出现在制鞋企
业。 他对记者说： “我喜欢这个行业， 喜
欢做鞋， 喜欢自己喜欢的工作。”

在内联升位于大栅栏的营业楼， 徐文
浩正在为顾客进行上鞋表演。 记者看到这
个情景， 想到了40年前， 母亲为我做布鞋
的情景。 可眼前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
说起当制鞋工人， 徐文浩对记者说： “从
小我就爱穿布鞋， 直到参加工作， 我也没
有穿过一双皮鞋。” 徐文浩一边上鞋一边给
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 徐文浩高中毕业后，
没有高考， 而是应聘到内联升当制鞋工人。
他说： “我上学的时候， 就经常到这里投
入地看老师傅进行制鞋表演。 自己就想毕

业后， 我也要像老师傅一样。 果然， 我如
愿以偿。” “你的选择， 父母有什么看法？”
记者问。 “对于自己的选择， 父母很尊重。
有的同学和朋友对我干这活有看法。 但是，
我不管他们怎么看， 我干自己喜欢的工作
就行了。”

徐文浩非常熟练地向记者讲解制鞋过
程。 打袼褙、 纳鞋底， 制作一只鞋有100多
道工序。 “你是从哪里学起的 ？” 记者问
道。 徐文浩的回答令记者大吃一惊。 “我
是从坐马扎开始的。” “从坐马扎开始的？”
“老师傅对我们说， 到这里工作首先要坐的
住。 如果坐不住， 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
做鞋就是要坐着做鞋， 而不是站着做鞋 ，
要练坐功。” 徐文浩刚上班就练了一个星期
的坐功， 之后， 老师傅带着他到各个车间
参观， 看每一道工序， 就是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以后， 徐文浩才正式开始学
制鞋。 徐文浩最初学制鞋也不是从纳鞋底
开始， 而是从上鞋帮开始。 他说： “从看
似简单的上鞋帮开始， 上鞋帮走线要直 ，
不能走弯线， 布面要平整。 这也练了很长
时间， 手指不知道被针扎过多少次 ， 流
过多少次血 ， 才出徒 。 ” 现在 ， 徐文浩
也练就了一根线上一个鞋帮 、 一根线纳
一只鞋底， 一只鞋底每平方寸81针， 横竖
都是9针的功夫。 他说： “你练不会这些真
功夫， 自己就会受更多的累。 如果一根线
过长， 你的手就会拉的很长 ， 就费力了 。
如果过短 ， 就会经常认线 ， 接线 ， 也很
事。”

在稻香村花市店里， 王惟一正在给顾
客装点心匣子。 他也是地道的北京青年。
他说： “我是营业员。 高中毕业后， 又考
上了高职。 参加工作后， 又在电视大学自
学。 高职毕业后， 先后到过几家企业工作。
去年11月应聘到这里工作 。 将近1年的工
作， 使我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的知识。 到
了国企和老字号企业给了我全新的认识 。
以前， 我在影视公司时 ， 每天都是坐着 ，
也是经常加班加点， 但是 ， 没有加班费 ，
说是计件工资。 我到这里后， 每天都是站

着， 也是经常加班加点， 但是， 有加班费。
这里还经常组织职工参加文体活动， 开展
技能比赛， 提高我们的技能。 我也从开始
面对排长队时的束手无策， 到现在的以不
变应万变； 从手忙脚乱到应对自如； 从对
产品知识一窍不通到精通各类产品的材料
和营养， 适合的群体。 我也爱上了这个行
业。”

师傅言行让我爱上王致和

在北京二商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里38
岁的谷伟东已经在王致和工作了近20年 。
为了新职工能够更好的融入企业， 并尽快
掌握技术， 王致和给他们挑选师傅， 通过
师徒制来做好新职工的 “传帮带 ” 工作 。
岗位不同， 工作的方法随之有所改变， 谷
伟东在2009年之前的主要责任是负责设备
的维护和维修， 而在2009年之后， 他正式
进入生产车间， 既管理设备的维护， 又负
责人员的调配， 全新的领域让谷伟东找不
到方向， 不知如何管理和工作。

当了解到徒弟的困难时， 在下班后师
傅主动与谷伟东进行交流沟通， 倾听徒弟
的问题， 并现场给予解答。 在经过几次沟
通之后， 谷伟东渐渐开始学会了对人员的
管理， 并能够很好的调配车间内的人、 财、
物， 成为了较为合格的车间主任。 谷伟东
介绍说： “王致和的老师傅们在工作中 ，
都会手把手的、 毫无保留的将技术教给徒
弟； 在工作中认认真真、 勤勤恳恳， 这些
老师傅让王致和的企业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老师傅的言传身教， 让我爱上了王致和 ，
让我一干就是20年。”

在平时的工作中， 谷伟东同样会在车
间以身作则，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给更年
轻的同事做出榜样 。 “现在的90后职工 ，
想法更丰富， 脑子更灵活， 在工作上要与
他们交朋友， 更多时候需要用聊天的方式
进行沟通； 除此之外 ， 还要让他们知道 ，
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着企业， 真正做企
业的主人。” 谷伟东介绍着心得。

红都集团王金龙师傅高黎明为顾客量尺寸 王致和的谷伟东展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