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闵丹 文/摄

2012年10月20日， 在北京市
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五届北
京市职工数控技能大赛数控车工
的决赛中， 来自首钢机电公司机
械厂卫建平工作室23岁的车工宋
军贤， 在与全市42位强手的比拼
中，取得数控车工冠军。 当天，他

用6个小时完成了规定的四件套
组合件， 并较好地完成了理论答
辩， 最终以87分的总成绩位列全
市第一名。凭借这个成绩，他同时
获得了“北京市技术能手”称号。

谈起自己获得冠军的经历 ，
宋军贤认为这与他从小就喜欢

“折 腾 ” 一 些 简 单 零 件 有 关 ，
“几乎家用所有东西我都要拆一
次搞个明白， 一直都有这么一个
钻研心理， 想着这个东西坏了我
能不能修， 不知不觉也就增加了
我的动手能力。” 高中毕业后宋
军贤选择了学习数控专业， 并来
到了北京金隅科技学校学习。 由
于母校数控专业较强大， 再加上
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在全班专业
课突出的他被特招进入学校特殊
集训队。

“我彻底的喜欢上了数控这
个行业， 甚至为它疯狂。 比赛完
了之后我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增
加我的理论知识、 工艺技巧。 越

是学习感觉到自己知识越少， 就
在我这种感觉越发强烈的时候我
的学习机会又来了 。” 之后， 宋
军贤被学校选送参加国内最高级
别的数控大赛 “第四届全国数控
大赛”， 此次比赛分学生组、 教
师组、 职工组。 在集训期间， 他
作为学生跟教师一起探讨， 学到
许多的理论知识， 一面又跟职工
学到好多加工的实践经验。 而本
次比赛最大的收获是， 他在此次
比赛中认识了北京市数控金牌教
练卫建平老师， 直到后来毕业后
选择了首钢机电有限公司， 并成
为了卫建平工作室的一员， 成为
了一名年轻的数控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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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也要为人们栽培“好心情”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他与爱人下岗后驻扎荒地栽培盆景， 成为丰台区创业先进人物
■他虽然身患癌症， 却坚持为人们栽培 “丛氏好心情” 盆景
■他创作的盆景曾被摆进了人民大会堂、 中南海
■若不是在外地出差， 他的盆栽很有可能摆上APEC会场
■他就是丰台区创业先进人物———

盆景大王丛小华

夺冠靠的是对技术“痴迷”爱“折腾”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北京市工会十三大鲜明提出
了重点打造 “劳动模范和技能人
才” 两支队伍的宏伟目标。 技能
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是决
定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的关
键。 近年来， 首都工会非常关注
技能人才的成长和进步 ， 通过
“助推计划”、 技能大赛等平台，
倾力推动技能人才的发展。 为了
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钻研业务、
提升技能的热情， 提振技术攻关
的信心， 本报特联合北京市职工
服务中心 （市技术交流中心 ），

自今日起， 开设 《技能之星》 栏
目， 对各领域、 各行业的优秀技
能人才进行报道展示， 欢迎读者
垂注。

开栏的话：

在大兴区庞各庄的一片荒野
中， “驻扎” 着两个花圃， 里面
有上百种花花绿绿的植物， 花圃
边上一排果树和绿油油的蔬菜
地， 洋溢着勃勃生机。 守着它们
的是一对夫妻。 10年了， 两口子
克服了艰苦的生活环境， 把花圃
侍弄成了 “世外桃源”。 他的盆
景曾经被摆到了人民大会堂、 国
家大剧院。 APEC会议前， 会务
组相关人员慕名找到他， 要订50
盆盆景， 当时在外地出差， 担心
时间仓促盆景质量受影响， 他没
应下这个订单。

最近， 丛小华正在和市残联
联系， 吸收一部分残疾人到苗圃
就业 ， 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点
事。 也因此， 他被同事和周围的
居民称为 “创业之星” 和 “盆景
大王”。

下岗后不放弃拼搏
创出“好心情”盆景品牌

2003年， 丛小华和爱人从丰
台区陶然亭一家革制品厂双双下
岗， 当年， 他40岁。 没有工作，
全 家 吃 了 一 年 多 低 保 。 有 一
天 ， 丛小华扛不住了 ， “年纪
轻轻的， 就给国家添负担， 太丢
人 !” 自幼就喜欢摆弄花花草草
的丛小华在友人的建议下， 想把
养花卖盆景当营生， 他跟爱人商
量： “咱俩吃点苦， 冲出去， 咋
样？”

丛小华的爱人郭淑敏不爱说
话， 但是办事儿利索， 大事上她
从来都听丈夫的。 说干就干， 一
开始， 白天丛小华蹬着三轮车去
采购植物， 晚上， 两口子就在屋
里做盆景， 经常做到深夜里， 因
为屋里空间有限 ， 索性把床撤
了， 两口子和女儿一家三口就睡
在地板上， 因为植物浇水屋里返
潮， 电视机都不显影了。 到了第
二天， 丛小华拉着一三轮盆景在
花卉市场一站， 男女老少都争着
买， 每次不到俩小时， 一车盆景
就卖完了。 大伙儿都说： “看了
你的盆景， 心情好！” 于是， 他
的盆景就在民间有了名字： “丛
氏好心情”。

受欢迎扩大规模
创业期间曾与老鼠同眠

老百姓喜欢， 丛小华有了干

劲， 他决定努力多做盆景， 给更
多人送去 “好心情”。 当时， 他
没想到， 要吃的苦头还在后面。
2004年， 他和爱人带着铺盖卷来
到了大兴区庞各庄， 准备开创盆
景事业。

然而， 眼前的一片荒凉让人
打怵。 “既然来了， 就要干出一
番名堂 ！” 就这样 ， 不出俩月 ，
两间花圃大棚立了起来， 但是俩
人的住处却成了问题， 一开始住
在棚里， 非常潮湿， 没有暖气，
俩人就抱在一起瑟瑟发抖地度过
一个个寒冷的夜晚。 后来， 俩人

把附近有个水房改了当住房， 但
还是很潮湿， 刷的白墙一周就长
了绿毛。 屋里耗子还特多， 有时
候俩人正睡着， 就听见 “吱吱”
的声音， 睁眼一看， 耗子就在枕
头边呢。

就是这样的生活环境， 还不
是最难忍受的。 因为做盆景全部
靠两双手， 俩人为了满足订单需
要， 经常几天几夜连轴转， 晚上
困了就冲两袋咖啡， 饿了就泡方
便面。 本来不喜欢盆景的郭淑敏
不得不天天摆弄， 天天在碱性土
壤里埋着， 手上裂了一道道血口

子。 这些苦头， 直到现在， 郭淑
敏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过来
的 。 夏天 ， 杂草丛生 ， 蚊蝇肆
虐， 夜间不知名的小虫子爬到脸
上是常事， 有一次丛小华被毒蚊
子叮伤， 连续十多天高烧不退。

“我媳妇不知道掉了多少眼
泪， 多少次劝我， 咱回去吧， 不
干了， 不能把命搭上啊。 我咬咬
牙， 没答应。 我们没有退路， 只
能成功。” 说这些的时候， 丛小
华的眼眶有些发红， 他说， 这辈
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媳妇。

把盆景做成艺术
作品被人民大会堂采用

如今51岁的丛小华留着花白
的长发， 每天活动在花草之中，
既像艺术家 ， 又像园丁或者老
农。 每天最享受的时光， 莫过于
在这两个近300平方米的花圃里
穿梭， 近百种植物和盆景， 他都
一一侍弄， 眼睛里充满着一种叫
做热爱的东西。

吃了那么多苦头， 丛小华义
无反顾， 原因只有一个， 他说：
“盆景是我的生命， 是一辈子都
不能离开的。” 他形容自己， 对
盆景已经到了 “痴迷的程度 ”，
看到了好的配景的石头， 他会就
着石头上狠狠地亲上几口。

从第一天驻扎到大兴的荒
野， 丛小华创业整整十年了， 十
年间， 他第一个做出了如今活跃
市场的文竹盆景， 第一个打破常
规， 把盆景中的卧石改为别具一
格的立石 ， 被人誉为 “盆景大
师”， 伴随而来的订单越来越多，
他的盆景销售到全国20多个城
市。 最可喜的是， 他的 “丛氏好
心情” 盆景摆进了人民大会堂，
摆进了中南海， 甚至国外元首访
华时， 还专门定制他做的盆景。

知名度大了， 丛小华却还是
那么低调、 朴实。 他拒绝了人民
大会堂的岗位邀请， 毅然选择了
扎根民间。 他始终认为， 自己不

是老板， 就是个打工的， 为老百
姓打工， 每当看到他的盆景给大
家送去快乐的时候， 也是他最快
乐的时候。

始终把客户当上帝
赔本也要送上“好心情”

丛小华侍弄的花都长得特
别 好 ， 在 棚 外 种 的 玉 米 都 特
别 饱 满 ， 熟 悉 丛 小 华 的 人 都
知道原因 ： 他在用心养花。 对
待每一株植物， 他都像对自己孩
子般爱护。 “你对它好， 它才对
你好！” 丛小华总结道， “做人
一样如此 ”。 他对待盆景如此 ，
对待客户及周围的朋友也是如
此。

有一次， 一位的哥买了他一
个盆景， 结果回家时不小心摔破
了， 觉得可惜， 心情很不好。 他
的女儿打电话给丛小华， 想再买
一盆， 丛小华二话没说， 让他把
摔坏的盆栽送回来， 免费再换一
盆新的回去。 这名的哥高兴地把
新盆景带回去了， 特别感动。 丛
小华说， “我卖给他盆景， 就是
让他心情舒畅的， 怎么能因为摔
破了而让人难过呢？”

对待朋友 ， 丛小华掏心掏
肺 ， 朴实无华 ， 从不提利益二
字。 朋友心疼他过得苦， 经常给
他送来吃的用的。 2013年初， 丛
小华被确诊膀胱癌， 朋友们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 有帮助联系医院
的， 有送钱送物的。 手术后， 一
位80多岁的治癌医师钮韵雯主动
为他配药治病， 如今医药费已高
达十多万元， 老人家分文不要，
还经常鼓励他： “一定要战胜疾
病， 继续让你的艺术盆景给人们
送去好心情”。

丛小华身体恢复的很快， 下
一步， 他想把花圃基地搬回丰台
并继续扩大规模， 生产出更多的
“好心情”， 他还计划拿出一部分
钱创立创业基金， 为那些苦于创
业的人， 送去希望。

———记首钢机电有限公司车工、 市数控车工大赛冠军宋军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