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首都工会人

贴身照顾帮女职工渡过难关
北京公交集团客二分公司第4车队工会主席刘新燕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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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裁缝高黎明: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针针计较”方能裁出精品

■别人在午休时， 他在反复练习裁剪技艺
■无私传授技艺， 他与弟子签订师徒协议
■时刻想着细节， 他常半夜坐起修改设计
■常为领导制装， 他被称 “全国最高端裁缝”
■他就是北京红都集团首席服装技师、 全国劳动模范———

今年6月 ， 北京公交集团第
二客运分公司第4车队的一位女
职工， 在上班的过程中， 突然接
到家人打来的电话。 “什么， 女
儿病重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接
到电话后 ， 这位女职工很是焦
急， 她赶快向车队请假， 然后迅
速赶往医院。

听到车队中有位女职工女儿
突发重病、 情况危机。 这时， 车
队工会主席刘新燕的心也跟着揪
了起来。 不久后， 一个噩耗传到
刘新燕的耳朵中， “这位女职工

的女儿是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
到， 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去世。”
刘新燕回忆道。

“车队中的职工突然遭遇到
这样重大的打击， 这时车队工会
不能不管， 应该尽快为她做些什
么， 一定要想办法帮她挺过这个
难关。” 于是， 刘新燕和车队的
行政队长 、 安全队长等七八个
人 ， 一起赶到这位女职工的家
中， 进行慰问。

来到这位女职工的家中， 刘
新燕看到这位女职工几乎接近崩

溃的状态。 于是， 刘新燕一边安
慰职工， 一边思考着帮助她的具
体方案。 “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
位女职工肯定是无法接受的， 整
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差， 可以说
是接近崩溃。 我们怕她出事， 所
以就商量安排几位女工会委员，
来到这位女职工的家中， 来做24
小时贴身照顾。” 刘新燕说。

除去精心安排专人对这位女
职工进行照顾， 在第二次探望的
过程中， 刘新燕又了解到这位女
职工还需要法律方面的帮助 。

“涉及到赔偿的问题， 但是没人
懂， 怎么办啊刘主席， 车队工会
可要帮帮忙啊。”

了解到职工的急切需求， 刘
新燕开始思考解决的具体办法。
一连几天 ， 她一边查找专业书
籍， 一边做着记录。 并且在之后
的几次探望中， 把找到的资料和
列出的相关内容， 都交到这位职
工手中。

一个月后 ， 刘新燕得到消
息， 这位女职工已经得到相关赔
付。

全国劳动模范、 中华传统技
能大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技师
……身披无数光环的北京红都集
团首席服装技师高黎明可以称得
上是 “全国最高端裁缝”。 很多
人不知道， 高黎明是从电梯工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技能大师 ， 如
今， 他承担着为国家领导人制装
的任务， 他最大的心愿是能把红
都的技艺传承下去。

别人午休时他还在练手艺

走进高黎明的工作室， 几件
做好的西装笔挺地挂在模具上，
工作台上几块面料铺展开来， 即
将被缝合成。 作为红都赫赫有名
的高级技师， 高黎明在自己的工
作室里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技艺超群的高黎明其实不是
科班出身。 他说， 自己最开始是
开电梯的。 “不想当裁缝的电梯
工不是好工人”， 正是借着对服
装行业执着的追求， 高黎明有了
今天的成绩。

1981年高黎明从部队转业到
人民服装厂 （现在的红都） 后勤
工作 。 当时他的工作就是开电
梯， 每天无数次在一楼到五楼间
往返， 接送来来往往的职工上下
楼。 一年后， 他被调岗， 负责看
仓库， 每天都跟成堆的面料打交
道， 慢慢地， 他熟悉了什么是纯
毛， 什么是呢子， 也越发对服装
感兴趣， 他想象着有一天自己拿
起尺子 、 针线将面料缝制成衣
服。 于是， 他向厂里提出申请转
到车间工作， 并获得批准。

下到车间后， 高黎明格外珍
惜这次机会， 他从窝裤脚、 缝扣
子学起 ， 握枪的手开始拈针拿
线， 别人午休的时间高黎明都拿
来练习手艺， 终于日渐熟练， 爱
学习、 脑瓜灵的高黎明被选拔到
红都大师田阿桐的车间培训， 随
后在一次考试中夺冠， 得以留在
田阿桐身边 ， 成了田阿桐的徒
弟。

当时的田阿桐师傅是国家领
导人的 “御用裁缝”， 名气非常
大 ， 能当他的徒弟自然非常骄
傲。 但田师傅很严厉， 带徒弟的
方式还特别奇怪———高黎明做一
件衣服 ， 正做时师傅来瞧了一
眼 ， 什么也没说 ， 走了 。 完工

了， 把衣服挂在胸腔上， 高黎明
心里挺美 。 田师傅来了 ： “这
儿， 不对， 拆了， 重做。” 衣服
拆得一片一片， 比当时做衣服时
还费劲， 不仅挨训斥， 还损失奖
金。 高黎明没有放弃， 而是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 ， 技艺越来越纯

熟。
直到现在， 提起已经过世的

师傅， 高黎明依然眼含泪花。 拜
师后的多年间， 高黎明都陪在师
傅身边， 就像父子一样。 高黎明
说： “师傅临终前那期待的目光
我永远忘不了， 他嘱咐我， 好好

学， 现在看你终于有点裁缝的样
子了！”

精心制装总是 “针针计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 高黎明
就开始跟着师傅给党和国家领导
人、 外国元首及外交使节等量体
裁衣。 如今， 高黎明继承了这项
光荣的工作。

高黎明回忆第一次为一位国
家领导人量体时， “手直哆嗦”。
“那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领导人，
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当时特
别紧张”， 高黎明说， 领导十分
和蔼， 几句宽慰话， 他就感觉轻
松多了 ， 最后顺利完成制衣任
务。

从量体 、 裁剪 、 试装到撇
活、 制作， 每一个步骤高黎明都
做到百分之百地用心。 他创造出
了 “观 、 记 、 画 、 试 、 查 ” 的
“高氏量裁法”， 以此方法制作的
衣服更能贴近顾客需求。 在为领
导人制装时要格外细致， 量体的
结果甚至要精确到毫米。

虽然为领导人制装是件荣耀
差事， 但高黎明也感到了沉甸甸
的责任： “国家领导人的衣服不
好做， 因为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要针针计较 ， 所以制装压力较
大。”

2009年8月的一天 ， 高黎明
接到为国家领导国庆60周年阅兵
制装的任务。 接到任务后， 他一
晚上没睡觉， 琢磨该把衣服做成
什么样。 在高黎明心里， 这件衣
服代表的是国家形象， 不能只是
挂着时好看 ， 穿在身上也要舒
服， 同时领导在做各种手势动作
时也要保持衣服的服帖整齐， 要
确保国内外记者捕捉到的每一张
照片都是美观大方的 。 设计出
来交给精品车间扎出大样后， 他
每天要先花半小时到一小时看着
样衣思考， 然后才动手。 一个多
月时间里， 高黎明没睡过一个好
觉， 常常半夜坐起来， 想着衣服

的哪个部位怎样做才更好。
衣服做好试衣时， 领导很满

意。 高黎明的心却还不能踏实放
下。 直到10月1日， 看到领导穿
着中山装神采奕奕地站在阅兵车
上， 高黎明一颗心放下， 眼圈跟
着红了。 “旁人体会不到那种激
动。” 他说。

截至目前， 高黎明已经为上
百位国家领导人服务过。

收徒弟无私传承红都技艺

师带徒是红都的优良传统 ，
高黎明最大的心愿是能把红都的
技艺传承下去。

现在， 高黎明是红都男装个
性化工作室负责人， 在服装传统
制作技术中， 他传承了毛氏中山
装的制作技术， 又在第一代红都
人首创的基础上， 大胆将毛氏中
山装前襟、 上衣贴袋工艺进行改
革， 使之更适合穿着， 更流畅、
更好看。 2009年获北京市商业服
务业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称
号。

自2008年以来， 高黎明大师
先后收了三名徒弟。 为了继承和
发扬中华老字号的优良传统， 深
入挖掘传统服装制作工艺， 使红
都制装的绝技、 绝活不断档、 不
失传 ， 并使红都的中山装 、 西
服、 旗袍等民族品牌和优秀文化
发扬光大， 他与徒弟签订 《师徒
协议书》， 毫无保留的把几十年
工作积累的经验、 绝活传下去，
使红都这个民族品牌后继有人。

经过一年多的传帮带， 徒弟
们的技艺都有了很大进步。 目前
教授徒弟的是服装的量 、 裁 、
试、 撇、 做综合， 徒弟已经掌握
了相对较容易的量体、 试样两项
工作， 现正在学习裁剪方面的基
础知识 。 在下一步带徒的工作
中， 高黎明表示， 要进一步培养
徒弟独立操作的能力， 在掌握基
础知识后要开拓眼界， 增强设计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