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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联升是什么？ 是当年朝廷
官员脚下虎虎生威的朝靴， 也是
民国名士 “头顶马聚源， 脚踩内
联升 ， 身穿瑞蚨祥 ， 腰缠四大
恒” 的气派， 它是受老一辈领导
人钟爱 、 简朴但舒适的 “黑老
虎 ” 老布鞋 ， 也是如今款式多
样、 花样繁多， 更是北京人叫得
响 拿 得 出 手 的 “北 京 礼 物 ” 、
“中国礼物”。 当笔者走进繁华的
大栅栏， 便不由自主得被这家橱
窗里摆设着一只硕大布鞋的门店
所吸引， 这就是内联升。 门店一
层、 二层上方悬挂的分别是张爱
萍将军和郭沫若先生所提写的店
名， 三层则是赵朴初赞誉内联升
“步履轻安” 的手笔。 店内人头
攒动、 热闹非凡的景象无不体现
着内联升布鞋在老百姓心目中的
分量。

“老字号的情怀吸引着我”

笔者接触的内联升第一个店
员叫刘阳， 刘阳是一位 “85后”
女孩。 2008年， 作为一名人力资
源专业的毕业生， 刘阳没有像她
的其他同学一样， 热衷于走进各
类5A高档写字楼工作 ， 而是满
怀期待地向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
公司投递了简历。

“现在和你一样的年轻女孩
儿， 大多都喜欢追求时尚， 喜欢
走在潮流的最前线， 你为什么就
认准 ‘老字号 ’ 内联升了呢 ？”
看到刘阳， 笔者不由问出这个问
题。

“咱们内联升的布鞋多 ‘潮’

啊！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
子，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北京城里
的这些 ‘老字号’。 以前上学的
时候每次来大栅栏， 就一心希望
毕业后也能来这儿上班。 我觉得
自己非常幸运了 ， 能在 ‘奥运
年 ’ 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 。”
面对笔者的提问 ， 刘阳笑着回
答。

如今， 刘阳是北京内联升鞋
业有限公司大栅栏总店人事部的
一名工作人员， 同时还参与着企
业非遗工作室的工作。 要说刚进
店时的情景 ， 刘阳可是记忆深
刻。

在内联升工作的员工， 不管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刚进店时的
“站柜台” 经历是谁也逃不掉的。
内联升工会主席齐慧兰告诉笔
者， “站柜台” 在内联升不仅仅
是一项工作， 更是对职工的一项
“另类培训”。 “站柜台” 看似简
单其实不然， 首先需要职工对内
联升的历史有充分的了解， 而且
对于企业生产的各类产品特性也
要非常清楚 ， 做到客人有问必
答。 另一方面， “站柜台” 是一
项非常磨练人的工作， 它不仅能
考量一名职工的工作能力， 更能
体现出一名职工对企业的感情。
“对于 ‘老字号’ 来说， 如果连
自己的职工对企业都没有感情，
那说明这家 ‘老字号’ 就真要老
去了。”

刘阳刚进企业时， 不仅站过
柜台， 甚至还从事过 “开电梯”
的工作。 “那时候正值奥运， 世
界各地的友人都集聚京城， 内联

升每天的生意更是红火。 我就当
自己是颗螺丝钉， 哪缺人我就去
哪呗 。” 对于之前的工作经历 ，
刘阳一直把它当做美好的回忆珍
藏着。

老字号的创新发展
离不开员工

内联升距今有着近160年的
历史， 除了保留手工千层底布鞋
等仍然沿用过去的传统技艺， 不
断创新也是内联升核心竞争力的
体现。

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程旭告诉笔者， 面对不
断变化的消费趋势和营销环境，
从扩大产品线到提升服务质量，
从拓展营销渠道到加强企业内部
管理 ， 内联升正积极转型和创
新， 让百年老店不断焕发新的活
力。 而企业的发展， 则恰恰与职
工整体素质的提高密不可分。

据了解， 内联升每年都会在
3月份组织职工进行企业内部培
训。 其中包括企业文化、 服务礼
仪、 商务英语等。 同时还积极参
加工会大学开展的一系列素质工
程教育课程， 帮助职工提高自身
修养 ， 业务技能 ， 综合能力素
质。

除此之外， 企业每年都会开
展读书活动， 为职工创造学习交
流的机会， 并且要求职工写一篇
读书心得体会。 企业营造文明的
学习环境， 促进形成良好的学习
氛围， 并通过职工互相的学习与
交流， 引导职工提升素养， 培养

职工优良品德， 把这种好的品质
融入进工作和生活中。 笔者了解
到， 内联升自2009年开始， 工会
每年投入3.9万元 ， 为中高层管
理骨干提供在北京易中管理学院
进修相关管理课程的培训， 几项
专业课程的培训下来， 不仅开拓
了中高层的工作思路， 提高了管
理层创新能力和业务素质， 也加
速了团队工作的执行力。

目前， 企业共有青年职工70
人， 占企业职工总数的42%。 如
今， 企业把很多年轻人放在重要
岗位上 ， 发挥着他们各自的作
用 。 内联升国家级传承人队伍
中， 除国家级传承人何凯英师傅
外， 其余3名徒弟都是不到35岁
的北京男孩， 两名80后年轻设计
师。 企业领导高度重视， 为他们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创造潜在
的发展空间， 让他们可以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他们的长处，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 这两
年， 企业也大胆提拔一批工作时
间长， 积极努力的青年员工成为
班组组长、 部门主任、 总经理助
理， 甚至成为企业副总。 这些举
措让企业上下的青年人看到了希
望， 他们有了方向， 有了榜样，
有了奋斗的目标， 从而进一步提
高了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

老字号里的“新气象”

如果您从没走进过内联升 ，
也许听到它 “百年老店” 的名头
时， 脑海里会出现前清遗老遗少
的样子 ； 如果您第一次来到这

里， 或许会为这里热闹非凡的景
象、 职工笑脸迎客的态度吃惊；
但是如果您一直关注它却仍困惑
为何作为老字号它却 “不老反
新” 时， 刘阳的这句话， 一定能
解开您的疑惑， “因为我们在这
里工作每天都很开心！”

笔者了解到， 内联升自改制
后， 企业工会便主动担当起 “第
一知情人” 和 “第一求助人” 的
责任， 坚持做到职工住院和病休
时探望， 职工遇到思想、 工作、
生活上的问题时及时沟通， 坚持
进行对生病职工、 死亡亲属的探
望， 并对困难职工及退休职工帮
扶照顾。

李大爷今年都快80岁了， 在
内联升干了一辈子的他现在仍经
常来这里 “串门”。 按照李老爷
子的话说， 他这不叫 “串门” 而
是回家。 李大爷从学徒时期就一
直在内联升工作， 直到退休， 在
他 的 概 念 里 ， 不 存 在 也 不 理
解 企 业改制是个什么意思 。 如
今家里孩子闹矛盾或者有什么不
顺心的事儿， 他还会找齐慧兰唠
家常。

“这些老职工为内联升服务
了一辈子， 那就永远是内联升的
人， 虽然体制改革了， 但我们这
份情永远不会消失。” 齐慧兰说
道。

“每年工会组织的运动会 、
春节联欢会、 春游等各种活动层
出不穷， 而且企业还记得我们每
个职工的生日。” 刘阳笑着说道，
“您说在这里工作， 我们有什么
不开心的呢？”

这里承载着太多的梦想和依恋

一个手电筒、 一袋洗衣粉、 一条围巾， 这些在普通人眼里再简单不过的东西， 在贫困母亲的眼里可能要斟酌许久才会购买。 认购“母亲
邮包” 公益活动， 就是为了帮助减轻贫困母亲的生活压力， 让她们也能快乐地度过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母亲节那天， 笔者在“母亲邮包” 爱心认购———西城企业参与帮助贫困母亲公益活动现场遇到了此次活动的主办者之一， 北京金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张山树。

北京金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2005年4月在原宣武区百货公司、 大栅栏商贸集团、 宣武区服装公司、 宣武区修理公司以及医药药材总公
司基础上改制组建的。 公司直属和投资企业中不乏内联升、 瑞蚨祥、 鹤年堂、 德寿堂等一批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 品牌。 当笔者向张山
树提出希望其介绍一下企业工会工作的开展情况时， 他告诉笔者， 去看一下我们的“老字号” 吧， 让职工告诉你才更有说服力……

鉴于此， 笔者来到了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内联升总店， 听听“老字号” 企业职工的心里话。

▲内联升职工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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