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黄葵） 昨天，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
悉，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将在北京
市食品药品案件稽查总队设立网
监大队， 负责查处食品药品互联
网违法行为。

市食品药品案件稽查总队队
长孟辉表示， 当前， 一些违法分
子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食品药
品， 这类违法行为有四个特点：
一 是 身 份 隐 蔽 ， 追 溯 困 难 ，
有 的 标称北京某某企业 ， 但平
台归属地、 服务器所在地不在北
京； 二是有的经营者以及产品的
生产者往往没有获得经营食品、
药品、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合法

资质， 因而产品质量安全缺乏保
障； 三是互联网营销手段不断变
化， 除传统的网站、 网店、 平台
以外， 还利用论坛、 微博等销售
产品； 四是存在着一些虚假、 夸
大宣传的行为。 “这一类违法行
为技术性很强， 成立网监大队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互联网食品药
品违法行为的专业执法。” 孟辉
说。

据悉 ， 此前市食药监局已
经 成 立 了 互 联 网 监 测 中 心 ，
研 发 了 互 联 网 食 品 药 品 违 法
案 件 监 测 系 统 ， 利 用 专 业 的
搜索引擎对互联网上的海量数
据进行搜索分析。

市食药监局将设网监大队

“我不再是一个人在微笑”

12月24日， 以高速收费员方
秋子的名字命名的 “秋子服务示
范站” 正式在机场南线岗山收费
站挂牌成立。 同时 《京沈分公司
“秋子服务示范站”标准》发布，这
标志着劳模服务工作有了岗位标
准。四年前，以方秋子名字命名的
北京市高速公路运营窗口 “劳模
岗亭”就已挂牌，方秋子一下成了
单位里的“名人”。 从示范岗到示
范站，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正如
方秋子所言 “我不再是一个人在
微笑了”。

还记得在北京机场南线岗山
收费站有一个“劳模岗亭”，从那
里传递出的微笑和真诚、 耐心的
服务总会给过往的司机留下很深
的印象。这个岗亭就是以“北京市
劳动模范”方秋子命名，并以方秋
子自创的“手势沟通法”、“实景记
忆法”等为主要内容的“秋子服务
法”，服务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现
如今， 这样的微笑服务将在机场
南线岗山收费所中传递。

用筷子练出最甜美的微笑 ，
是这个80后劳模服务车户的创
意。 在她那充满青春与朝气的微
笑里 ， 不乏对岗位的理解和热
情。 2005年的4月， 方秋子成为
了高速公路收费行业的一名员
工，在这个枯燥而乏味的岗位上，
方秋子将自己对人、 对物的热情
劲儿融入到工作之中， 融入到为
每一名通过岗亭车户的真诚服务
里， 不仅赢得了同事们一致的称
赞，更换来了司机们的广泛好评。
为了做好微笑服务， 方秋子特别
花费了一番脑筋， 发明了 “筷子
练习法”， 只要将一只筷子横衔
在口中， 嘴角与筷身紧贴并面带
微笑， 就能展示出“八颗牙”式的

标准笑容了。 如今， 方秋子式的
笑容已经成了她和她的小伙伴们
一种亲切自然、 大方得体的标志
性微笑。

方秋子的车型识别技巧说起
来很简单， 比如通过 “数车胎镙
栓”区分货车类型，通过“数窗户
区分客车”种类，等等。 而正是这
些小窍门， 不仅节省了车户通过
收费站的时间， 也为自己的职业
贴上了优质的标签。

点钞是收费服务的一项基本
技能， 手工操作收费站区收费速
度，在无找零情况下达到5秒/辆，
在找零情况下达到7秒/辆。 微机
操作收费站区收费速度， 在无找
零情况下达到7秒/辆， 在找零情
况下达到9秒/辆。

这些服务要求都被一一写入
《京沈分公司 “秋子服务示范站”
标准》，标准由8章25条组成，包括
站区布设标准、站区环境标准、收
费业务标准、快速通行标准、人员
标准、 延伸服务以及业务指标标
准。 “秋子服务示范站”负责人林
雪莲告诉记者， 示范站的涉及面
更广，不仅仅是在岗亭里的服务，
更延伸到整个站区。 因为机场南
线作为新国门第一路， 每天迎接
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
的友人， 高质量的服务就成为方
秋子她们留给过往车户对北京、
对中国的第一印象。

现在， 方秋子工作的机场南
线，有员工213名，平均年龄26岁，
一线收费员工平均年龄为24岁。
作为高速路服务员， 方秋子代表
着首都高速的窗口形象， 而作为
劳模，她说自己要做好传帮带，带
动同事为用户们提供更好的服
务。

□本报记者 白莹

镜头对准风电场一线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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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风》获首届全国职工微
电影大赛金奖了！”12月17日，北
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职工沉浸
在喜悦之中。

原来， 当天该公司收到中华
全国总工会通知， 由该公司组织
拍摄、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选送的两部影视作品经过严
格评选，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
务院国资委共同主办的“中国梦·
劳动美·幸福路”首届全国职工微
电影大赛中斩获一金一铜两项大
奖，其中《看·风》喜获大赛最高奖
项金奖。

此次大赛共有690多部作品
参与角逐，《看·风》 何以摘得金
奖？作为《看·风》导演，北京京能
新能源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
长陈曦向记者介绍了影片拍摄的
幕后故事。

��团队走访21个风电
场采风

作为京能集团发展新能源项
目的重要平台， 北京京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电及光伏发
电项目的开发、运营和管理，现有
正式员工507人，其中生产一线员
工326人，平均年龄29岁。

提起拍摄这两部影片的缘
起，陈曦说，2013年，北京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全系统
单位中首次组织开展了职工 “微
纪录” 影像大赛， 提出了员工自
编、自导、自演，拍摄反映职工真
实工作和生活的纪录片这一概
念。“这与我们一直以来在探索和
寻找的宣传形式创新的想法不谋
而合， 所以我们就以这次比赛活
动为切入点， 正式开展了公司影
像新闻方面的创作和拍摄， 并在
集团微纪录大赛中拔得头筹。”

2014年5月，在微纪录片取得
了一定成绩的基础上， 公司工会
组织创作团队， 开始进行微电影
的剧本创意工作。 他们在本职工
作之余， 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深
入走访公司的21个风电场和光伏
电站，进行创作采风和采访，再次
全面摸底一线员工的所思所想，
以及他们当下所感兴趣的事物。

在采风的过程中， 创作团队

感受到了新一代风电职工丰富的
内心世界和积极的精神追求，同
时也深深理解了他们在面对工作
与家庭、 与个人发展发生矛盾时
的迷茫与彷徨。

在完成初步创作的基础上 ，
创作团队将思路向工会进行了汇
报， 并组织召开创作研讨会进行
深入探讨。 公司总经理张凤阳和
公司党委书记康龙非常重视影片
的选题工作，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薛武多次参与影片的讨论和创作
交流，最终确定了影片的主线：抛
弃以往传统的拍摄思路，抛弃“高
大上”的说教，把摄像机对准基层
一线的普通职工， 精心创作一部
贴近生活，反映青年人面对事业、
家庭、 个人发展问题时的矛盾与
抉择， 反映他们在面对人生选择
时高尚的精神追求， 激发一种正
能量，使全社会加深对风电行业、
对清洁能源这一朝阳产业的了解
和支持。

影片中没有收录冬天大雪封
路、 夏季检修突遇冰雹等艰苦的
工作场景， 也没有拍摄炎炎夏日
在风机塔筒中作业时汗流浃背仍
然默默坚守的年轻工人。“因为我
们想反映出来的不是这个行业的
艰苦， 而是我们可爱的一线年轻
人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苦为
乐，默默奉献，执着于他们最初的
理想和坚持 ， 守护着公司的发
展。”创作团队这样说。

最终， 剧本确定了以主人公
赵然、周敏、张欣三名风电员工的
故事为主线， 反映一线生活的几
个片段。在摄像机之外，这群年轻
的风电人已深深扎根在广袤草
原、大漠戈壁。他们钻研业务、投
身岗位， 上演着许多真实感人的
故事。

��早出晚归历时8天
拍成

“《看·风》的拍摄是在7月，正
值草原风光最美的时节。 拍摄团
队前后转战三地取景， 演职人员
全部来自公司内部， 演员全部是
一线员工。”陈曦说。

陈曦告诉记者， 由于一线职
工的工作性质是轮休制， 拍摄本

着尽量少耽误一线工作的原则，
整个拍摄要在8天之内全部完成。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之后， 摄制组
一行人员迅速赶到取景地辉腾锡
勒风电场和吉相华亚风电场，顾
不上欣赏草原美景， 便马不停蹄
地投入了拍摄， 其中的过程有苦
有乐，酸甜苦辣一应俱全。

演员们大都是初次“触电”荧
屏， 别看平时在各自岗位上游刃
有余，说起风机、检修、运行工作
头头是道，但在镜头前难免紧张，
前几天的拍摄进展非常缓慢，作
为导演，陈曦心急如焚。

由于剧组人员少， 演员们都
是身兼数职，同时还担当着服装、
道具、制片等角色。影片中出现的
大部分场景都是工作人员自己动
手布置的， 为了不影响风电场的
日常工作， 拍摄完毕还要第一时
间恢复还原。

拍摄前后进行了两次，共8天
时间。在这8天里，为了配合户外
场景的光线需要， 演员们常常要
在早上五点钟起床化妆， 等待拍
摄。 期间赶上草原夏季日出时间
比较早， 六点钟的阳光已经强烈
到让人睁不开眼。

有一场外景戏连续拍了两天
才取到合适的自然光， 演员们也
就连续两天五点起床， 拍摄整整
一天， 主要演员在白天拍摄完成
之后还要配合录音直到深夜，非
常辛苦。但是整个剧组、所有演员
在拍摄过程中丝毫没有叫苦喊
累，大家都在全力配合。剧组转战
到哪里拍摄，所在的风电场、分公
司都提供全程帮助， 派出专人为
剧组安排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

在影片的结尾， 故事主人公
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 毅然选择
回到边远地区， 从事自己热爱并
决心追求的风电事业。 三个年轻
人在草原上相聚相拥， 一同来到
风机下，诉说着对未来的憧憬。这
个场景作为影片的结局非常唯
美，也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它展现
了当代年轻人对事业的追求、对
人生价值的理解， 已不限于光鲜
亮丽的城市生活， 青年人的思想
正在迈向多元化、自主化，新能源
事业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参与，
必将更加辉煌。

□本报记者 马超

———《看·风》获首届全国职工微电影大赛金奖幕后

从劳模示范岗到示范站 方秋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