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辖区3万户用电情况了然于心
———记抄表核算技能冠军、海淀区西北旺供电所收费员张霞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 通讯员 王洋 摄

创立“人性化验光”获顾客认同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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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验光注重 “人性化” 配镜因人而异
■他既重理论又懂实践 曾配3500度眼镜
■他倾心带徒无私授艺 每年培养两名新人
■他就是北京大明眼镜公司员工、 国家一级验光技师、 全国劳模秦英瑞

验光大师秦英瑞1980年进入北京大明眼镜公
司工作， 从事验光工作30余年，
开创了人性化的验光新模式……
如今， 每周六上午7点半， 位于
王府井大街的大明眼镜旗舰店门
口， 都会排起挂号的长队。 他们
要挂的正是验光大师秦英瑞的
号。 工作人员介绍， 秦英瑞每周
六、 周日验光， 每天十几个号一
开门就抢光了。

拥有过硬技术
更重验光的人性化

上周六， 排到第一号是个女
学生， 这是第二次来验光。 秦英
瑞已经准备就绪 ， 先是机器验
光、 随后面对面详细的 “问诊”。
整个验光过程近一个小时。 跟秦
大师坐下聊天已经是下午了， 他
送走最后一位顾客。 说起验光，
秦英瑞掰着手指头算着年头 。
“整整34年了。”

在验光设备越来越高级的今
天 ， 验光师的作用能有多重要
呢？ 秦英瑞说： “验光师的好坏
在于知识深度之分， 好的验光师
能有前瞻性， 能判断出患者的近
视程度将会加深还是减轻。 同样
的度数， 由于年龄、 身体、 工作
环境等因素的不同， 对于度数的
耐受力也不尽相同。 作为验光师
得考虑全面 ， 然后开个综合处
方。”

秦英瑞说， 2005年以后， 他
发现验光失败的原因往往不是技
术处理错误， 而是验光师与顾客
存在沟通上的问题。 他强调， 验
光师要放下自己的架子， 进行换
位思考， 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问
题。 这就是他在当时普遍应用的
技术化验光基础上， 创新性地提
出的人性化验光模式。

“人性化验光”， 不是单一矫
正视力， 而要仔细分析顾客的心
理需求、 配镜目的、 个人习惯、
身体状况及舒适度 。 秦英瑞解
释， 比如说， 一个学生的视力加
深了200度， 但考虑到他只是为
了上大课看清投影， 可能只需要
给他加150度就够了， 再深他也
许反而不适应。

在秦英瑞的验光室， 有满足
不同顾客需求的一套验光设备。
比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
上有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
红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确定配
镜度数的重要参考。 而坐办公室
看电脑的白领， 在配眼镜时又有
其他的考量因素。

刚参加工作时的一件事让秦
英瑞至今记忆犹新。 一位老人对
刚配的眼镜度数一时适应不了，
看东西有些变形险些摔倒， 来找
他重新配镜。 秦英瑞马上为这位
老人免费改了一副度数稍浅的眼

镜戴上。 从那以后， “行走楼梯
试验” 的条款已写入大明的 《验
光员作业指导书》 内。

结合实际创新
首次配出3500度眼镜

正是实行了人性化验光， 顾
客对秦英瑞信任有加。 很多人慕
名来找他验光配镜， 其中就有因
为度数太高配不到眼镜的顾客。

多年前， 一位50多岁的顾客
戴着眼镜摸进了大明眼镜店， 指
名找秦英瑞。 秦英瑞一看， 这位

顾客的眼镜竟然是用两个镜片粘
在一起的。 原来， 这位顾客找了
好几家眼镜店配眼镜， 可是怎么
也配不合适。 后来， 有家眼镜店
才给他配了这副奇怪的眼镜， 用
1000度和600度的两个镜片粘在
一起给他戴。 秦英瑞赶紧给顾客
验光， 这一验吓了他一跳， 两眼
度数竟然达到3500度。

3500度， 可说是眼镜行里最
深的纪录。 当时， 秦英瑞也有点
含糊， 这样的度数能不能配？ 但
是， 国外理论上有过这方面的论
述， 而在试戴过程中， 顾客也没
有感觉不舒服。 因此， 秦英瑞选
择了按照实际度数下了单子。 他
特地跟车间联系， 单开模具给顾
客磨制一副3400度的镜片。 秦英
瑞将实际的度数减了100度 ， 主
要考虑从视觉上没有什么增进作
用 ， 因此将度数限定在了最底
线。 当这位顾客戴上秦英瑞配的
眼镜后 ， 感慨道 : “眼前的世界
像水洗的一样。” 后来， 顾客高
兴得一连配了4副。

事后秦英瑞戴上远视3500度
的 眼 镜 ， 静 静 体 会 眼 前 的 黑
暗 ， 他发现模糊的世界有一种
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怕， 而这也鞭
策他更加尽职尽责地为客人验
光 。 后来 ， 秦英瑞还接待了一
位散光1100度的客人， 加上近视
3500度的那位客人， 这两位也是
他开具的验光处方中最高的矫正
度数。

倾心带徒授业
每年培养两名新人

秦英瑞的验光功夫， 最早还
是师傅教的。 他回忆， 他刚到大
明时， 师傅手把手地教他验光 。

可能是因为父亲就是从事眼镜行
业， 他对验光很有天赋， 才一个
月就出徒了。

从1998年起， 大明眼镜受北
京市政法委委托， 由北京市监狱
管理局配合， 对北京市监狱管理
局下属各监狱管理点 （团河、 良
乡 、 阀头 、 延庆 、 清河 、 少管
所、 女子监狱） 的服刑劳教人员
进行验光配镜 。 给劳教人员验
光， 只靠电脑验光仪初测后， 没
有条件进行试戴， 完全凭自己的
技术和经验判断， 而且时间紧，
两、 三分钟测一个人， 如果技术
不过硬， 验光度数不准， 配好的
眼镜就要报废， 这样给国家和企
业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个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落在了秦英瑞身
上。

每次到达监狱点后， 秦英瑞
和同事9点钟开始工作， 到中午
12点 ， 下午1点开始继续工作 ，
一个接一个， 每次都要给近200
名劳教人员验光， 每次验光后约
有70%的劳教人员要配眼镜， 多
年来， 凡是验光后配眼镜的劳教
人员， 从没有因验光度数不准而
出现问题 ， 配镜合格率达到了
100%。

如今， 作为行业内知名验光
大师 ， 秦英瑞也带出了不少名
徒。 从2004年开始， 秦英瑞利用
业余时间每年带两名徒弟， 秦英
瑞倾囊相授自己的经验， 既要让
他们体会到验光的专业性、 科学
性， 同时也要求他们在工作中要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责
任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指导， 徒
弟们的技术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
长进， 达到了单位要求， 其中两
名已成为了王府井店的挂牌验光
员。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这个单位每月用电2万度左
右， 这月怎么才8000度？ 这个用
户这月用电量怎么会突然增多
5000度呢？” 看一眼当月各个用
户的用电数据， 张霞就能在第一
时间发现问题， 谁家的用电量这
月多了， 哪个小区的用电量最近
少了， 她都了如指掌。

对于辖区内3万用户的用电
量 都 能 熟 记 于 心 ， 张 霞 并 非
天 生 火眼金睛 、 过目不忘 ， 靠
的是工作和服务中一点一滴的记
背 。 “说白了 ， 就是靠死记硬
背。 用户编码、 用电数额， 只要
和客户信息有关的都要烂熟于
心。”

正是这股让别人看来有点轴
的劲儿， 让张霞从最初的 “门外
汉”， 成为现在各种技能大赛中
的佼佼者。

2012年是让她永生难忘的一
个年份， 在那年的4月， 北京市
举办了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在
抄表核算收费员工种的比赛中，
张霞取得第一名。 同事们都说，
这绝不是靠运气， 而是她这些年
勤学苦练， 精益求精， 不断钻研
的成果。

回忆起那年的经历， 张霞告
诉记者在接到比赛通知后， 她就
利用业余时间备战复习。 在初赛
中， 她以海淀供电公司第三名的

成绩进入复赛。 在复赛之前， 公
司为了让参赛选手有更好的学习
环境， 对进入复赛的人员进行封
闭式培训， 培训的内容包括理论
和实操两个部分。 理论对于她来
说就是基本功， 了如指掌， 可是
实操部分着实把她难住了。 因为
平时接触更多的是理论， 实操训
练她只是见到过 ， 并未实际操
作。 于是她苦练实操， 将老师的
示范标准动作记于心， 每次到自
己操作时都认真做好每一个动
作。 在其他时间， 她也常常将实
操的整个动作过程写在纸上默
记， 每天坚持学到深夜一两点。

在工作中张霞悟出一个道

理： 客户无小事， 无论多小的事
情， 要想做好做对， 都需要投入
100%的努力才能做到 。 经过长
时间的积累她已经能够解答客户
关于电费方面的各种疑问， 让客
户满意而归。 她在工作中发现自
己学到的知识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客户， 更加激发了她对工作的热
爱， 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肩上担负
着越来越多的责任。

16年来， 她从一名普通员工
到一名供电所的副所长， 从一名
普通高中生到一名拥有电气安装
二级建造师、 电气技术员、 助理
会计师、 抄核收高级工等多项资
格证的技术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