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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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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哲

□本报首席记者 边磊/文 通讯员 何威/摄
首创垃圾按物料分选法

■他带领职工小改小革， 让垃圾处理效益翻番
■他把创新当成了习惯， 实现垃圾按物料分选
■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完善分选的四大制度
■他就是北京环卫集团小武基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职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小武基分选转运站正在定
制开发一个设备管理系统， 简单
说就是建立一个设备管理数据
库， 并且把它并入现有的业务信
息系统， 实现高效管理。” 王宏
哲扶了一下镜框， 眼神里透出满
满的自信。 38岁， 正当年， 他获
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
都是大家给的， 没什么好说的。
我可以跟你聊聊垃圾分选转运的
事儿。”

把创新当成习惯
首次实现按物料分选垃圾

“创新在我们这儿已经形成
了习惯， 要使小武基始终走在首
都乃至全国环卫设施的前列， 就
不能只做运行， 还要出新， 为分
选转运站的发展探索道路。” 接
受记者采访时， 在北京环卫集团
小武基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车间
里， 王宏哲跟两个技术人员正聊
着前一晚设备保养等情况， 确保
一切正常后才离开。 作为小武基
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站长， 王宏
哲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各
个部门转一圈。

王宏哲是学机械的， 但以前
并没有做技术工作， 来到小武基
分选转运站后， 他兜里揣上一个
小笔记本， 天天到车间跟着看、
跟着学 ， 掌握了所有设备的情
况。 利用设备大修的机会， 他带
领职工把两条分选线的共用皮带
截开， 再加上一些技术手段， 把
分选转运站的日处理量从980吨
增加到2000吨， 相当于在不增加
投入的情况下， 又增加了一个分
选转运站。

2008年， 奥组委对小武基分
选转运站的分选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 所以要增建一个精分选车
间， 常规方法半年才能完成的工
程现要求三个多月完成， 这可愁
煞了大伙儿。 作为这一工程的现
场负责人， 王宏哲主动找设计、
施工、 监理等单位讨论， 提出了
“交叉作业、 立体施工” 的方法，
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合作单位的支
持， 保证了精分选车间按时建成
使用，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按物料
材质进行精确分选。

为了鼓励创新， 王宏哲牵头
成立了 “王宏哲创新工作室 ”，
在他的带领下， 工作室每年上报

集团并实施的创新项目都在二十
项以上。 污水处理厌氧沼气燃烧
状况自动监测报警、 B9压装站液
压系统国产化改造等多项技术创
新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

“创新的另一个目的是锻炼
人。” 王宏哲说， “我们是生产
单位， 没有专门的培训人员， 也
不可能为了培养新员工把设备停
下来让他拆了对着图纸看， 怎么
办呢？ 通过创新。” 确定了一个
项目后， 他就把涉及到的新知识
列成目录， 让项目成员每人准备

其中一部分 ， 然后给其他人讲
解， 形成资源共享。 动手的时候
两人一组， 一个操作， 另一个记
录， 下次两人互换。 通过这种方
式提高了员工的技术水平， 更重
要的是增强了大家的创新意识和
团队意识。

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完善分选四大体系管理制度

“我2006年从北大光华MBA
毕业时， 论文研究方向是知识管
理， 但没想到能直接应用到分选

转运站的管理上。” 王宏哲谈起
这个巧合时说， “把隐性知识固
化下来成为公司资产， 避免因为
人员流动造成的隐性知识流失，
这是我当时的主要观点。 来小武
基以后， 我发现技术人员的各种
招儿都是在脑子里的， 他们自己
也讲不出来 。 于是我想了个办
法， 就是在检修记录上下工夫。”

垃圾处理设备某些部分的精
细程度非常高， 一些整装进口设
备的机械加工和装配均超出了国
内水平。 出现故障后， 维修人员
多是靠经验， 经验不灵的时候就
挨个儿地方试， 虽然最后也能让
机器再转起来， 但是维修效率较
低。 王宏哲要求技术人员做检修
记录时明确四点 ： 一是故障现
象， 二是分析思路， 三是检修过
程和结果， 四是总结出解决类似
问题的最佳方法。 每次的检修记
录还会被分类补充到设备管理和
维修手册里 ， 不仅方便随时查
阅， 还可直接作为新员工的学习
资料。

王宏哲还结合分选转运站运
营的特点， 完善了安全、 生产、
设备技术和环保运行四大体系管
理制度。 明确了各级、 各岗位的
工作职责 、 工作标准和考核细
则。 同时， 每次让不同的职工代
表参加全员考核会， 保证考核的
公开透明。 “分选转运站是一个
多工种集体， 不能用单一考核标
准来个一刀切， 这样会挫伤员工
的积极性，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
着努力， 让标准更科学、 制度更
合理。” 王宏哲说。

建言实施工业分选
多方面推广资源循环利用

“跟同行讨论或是接待参观
团的时候， 我经常问一个问题：
垃圾是什么？” 王宏哲用瘦削的
手指在空中画了个问号， “我是
在农村长大的， 以前家里几乎没
有垃圾。 背着竹筐去赶集， 肉用

绳子拴， 食品用荷叶包， 打酱油
打醋拿瓶子去灌， 能重复用的就
留着 ， 不能的就扔到粪坑里沤
肥， 物尽其用。 工业化带来了物
质的充足， 人们比以前浪费了，
同时工业化也让垃圾的成分更加
复杂， 比如种类多样的包装物。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 为的是找准
病根儿对症下药， 做垃圾处理也
要从根儿上来思考问题。”

王宏哲认为， 垃圾是在复杂
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 解铃还
需系铃人， 我们需要用工业化的
逆过程来解决问题， 以至达到循
环利用。 “怎样实现有限资源的
循环利用？ 工业化分选是龙头。
如果对未分选的原生垃圾直接进
行填埋， 按现在北京市每天的垃
圾量， 填一年就要占用500亩土
地， 而且长期不能作为他用； 焚
烧炉对入炉垃圾的成分和热量都
有要求， 如果是原生垃圾， 不但
要加助燃剂， 而且会产生很大比
例炉渣， 导致处理率低。 工业化
分选能将垃圾按材质分开 ， 塑
料、 铁、 大件料 （木头等） 可回
收再利用， 堆肥料可作为堆肥厂
原料或通过厌氧发酵发电， 焚烧
料可通过焚烧回收热量， 送往填
埋场的就只是堆肥、 焚烧残渣和
填埋料。 这部分垃圾还不到原生
垃圾的三分之一， 而且矿化快，
稳定后可用于建材、 园林绿化等
方面， 填埋场就可以对稳定后的
堆体挖掘再利用， 节省了宝贵的
土地资源。”

王宏哲利用所有接待参观 、
参加研讨会的机会向公众推广这
种垃圾处理理念，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 而乐
此不疲的原因 ， 正是因为有意
义。

在环卫事业发展的道路上 ，
不光需要任劳任怨的作业工人，
也需要像王宏哲这样不断思考
“路往何处去” 的思想者， 因为
社会在发展， 做好环卫服务的方
法必将随之发展。

今年6月， 在北京市公园管
理中心举办的售验票岗位服务技
能竞赛中， 来自陶然亭公园服务
一队的职工方媛、 於旭媛、 陆晨
分别获得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
奖 。 聊到这些成绩取得的原因
时， 大家都提到服务一队工会主
席杨荣芝这个名字。

在了解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举办比赛通知后不久， 杨荣芝
就召开了服务一队的全队动员大
会， 鼓励职工们参与比赛。 “这
次的比赛内容和以往有所区别，

以前都是售票和验票这两个岗位
分别比赛， 这次是把两个岗位合
在一起比。” 杨荣芝在动员会后，
又根据比赛的规则， 组织各岗位
的职工开展业务学习。

岗下时间， 验票岗位的职工
会学习售票岗位的点钞、 结账等
业务内容。 反过来， 售票岗位的
职工也要学习验票岗位的为游客
指路等内容。 不仅如此， 杨荣芝
还结合比赛内容和职工们平时的
业务内容， 举办了劳动竞赛。

经过思考和商讨后， 杨荣芝

设置出劳动竞赛的具体方案， 竞
赛一共包括点钞、 结账、 问答三
项。 竞赛方案设制完， 杨荣芝又
忙着和队中职工郑涛设计竞赛的
题目。 “考题要根据职工实际工
作的内容来出。” 杨荣芝将出题
的大致规则告诉给郑涛。

很快第一套竞赛题目完成 ，
“有些题目雷同， 要改一改， 再
加些有关公园安全的内容。” 杨
荣芝一边看题， 一边提出修改意
见。 题目确定后， 她又忙着确定
竞赛用的场地、 主持人。

经过这场队中的劳动竞赛并
结合职工的工作情况， 最终有6
名职工脱颖而出， 将代表陶然亭
公园参加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举
办的售验票岗位服务技能竞赛。
这时， 杨荣芝又忙着给参赛的职
工组织培训。 她请来了其他公园
相关岗位的职工介绍经验， 还请
来银行的工作人员指导职工练习
点钞这个比赛项目。

最终， 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举办的比赛中， 职工方媛、 於
旭媛、 陆晨取得佳绩。

举办劳动竞赛提高职工技能
陶然亭公园服务一队工会主席杨荣芝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