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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竞赛处处拿第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文/摄

文明引导员叶润萍：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能用英语为外国乘客指路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为适应岗位， 她买书练习英语， 帮助外国游客指路； 为方便乘客出行， 她
在站台上准备各种各样的小物件； 为增加团队凝聚力， 她亲自带新队员熟悉业
务……从2008年开始， 叶润萍在文明引导员这个岗位上， 发挥着自己的热情，
为乘客的出行保驾护航。 2014年， 她荣获全国首批优秀五星级志愿者。

做文明引导员回馈社会

今年是叶润萍来到公共文明
引导员这个岗位的第八个年头。
现在作为东四中队的中队长， 她
不仅业务娴熟， 更有着自己的一
套管理方法。 但回忆起自己初到
岗位时的情景， 叶润萍说： “刚
来时， 也很不适应。”

2008年， 居委会主任找到叶
润萍 ， “你是否愿做文明引导
员？” 面对居委会主任提出的问
题， 叶润萍没有太多的犹豫， 就
答应了下来。

聊到其中的原因时， 叶润萍
说： “2000年， 我爱人生病， 孩
子还在上学。 在我遭遇这些困难
的时候， 得到了居委会和很多人
的关心和帮助， 所以我也要回馈
社会。 做文明引导员就是在做志
愿服务， 在帮助别人。”

就这样， 叶润萍怀着一腔热
情成为了一名文明引导员。 但随
之而来， 摆在她面前的又是一道
需要逾越的坎儿———如何大胆地
说话。

“您好 ， 请您在线内排队上
车。” “车进站， 请注意安全。”
……对于文明引导员来说， 平时
在公交站台上 ， 引导车辆进出
站、 维护乘客秩序时， 不停的大
声说话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
对于当时的叶润萍来说， 难度可
不算小。

一个星期过去， 她还是没有
适应 。 这时 ， 队员们都上前鼓
励。 而乘客的认可， 也让她感受
到信心。 “你们文明引导员真是
不容易， 风吹雨打的。 真是让人
佩服。” 听了这些话， 叶润萍感
到心里暖暖的 ， 很自豪 。 就这
样， 她逐渐适应着岗位。

学英语帮外国乘客指路线

2008年， 正值北京将要举办
奥运会， 为了提高服务水平， 叶
润萍和其他文明引导员都要接受
手语知识和英语知识的相关培
训。 这些对于年过50岁的叶润萍
来说， 的确是个考验。

“手语还比较好学 ， 我也很
感兴趣， 很快就掌握了。 但英语
可就难啦。” 叶润萍介绍， 自己
对于英语完全是零基础。 “学之
前， 我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会
得快， 忘的也快。 老师刚教完，

我恨不得走到家的功夫就忘啦。”
怎么办？ 经过思考， 叶润萍

决定用土办法———标记相同发音
的中文字来记忆。 “虽然这招是
记住啦， 但发音不准。” 叶润萍
回忆道， “回家给女儿念了念，
她直说， 妈你这说的是什么啊。”

于是， 叶润萍又改变了学习
英语的方法。 “我到书店， 买了
几本教英语的书， 都是教些简单
口语的 ， 然后在家边问女儿边
学。” 不久后， 叶润萍掌握了些
简单的英语对话， 但见到外国乘
客时， 她还是有些发怵， 不敢开
口说。

奥运会举办当天， 叶润萍接
到大佛寺南行站台加班的任务。
不久， 站台来了两位外国乘客问
路。 “他们说想要去哪儿参观，
我就边用英语边比划回答， 还帮
他们叫了辆出租车。”

第二天， 这两位外国乘客又
来到车站 ， 不仅竖起大拇指称
赞， 还向叶润萍咨询北京还有哪
些景点可以参观游玩。

备小物件站台变温馨小站

宽街东行站是叶润萍刚做文
明引导员时的站台， 站台附近有

医院、 学校、 幼儿园等。 不仅如
此， 站台还设有9条公交线路。

挂钩、茶叶、一次性纸杯、雨
衣、 针线包……为了方便乘客出
行， 叶润萍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
小物件。 “这些都是在工作中，一
点一点增加的。 ”叶润萍说。

常常在宽街东行站乘车的乘
客都会发现， 这里摆放着一块小
板子， 上面写着当日的天气情况
和一些温馨提示。 “在那个站台
工作时， 我每天早上都会收听广
播， 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 然后
写在小板子上， 再放到站台上。”
叶润萍回忆道。

而叶润萍精心准备的这些小
物件 ， 也确实给乘客带来了方
便。 有一次， 在值岗的过程中 ，
叶润萍发现一位乘客因为着急赶
车上班没来得及吃药。 “我们这
有热水 ， 还有纸杯 ， 我帮您倒
水， 你赶快把药吃了吧。”

说话间， 叶润萍将倒完的热
水端到这位乘客面前。 “真是太
谢谢您啦。” 让叶润萍没有想到
的是， 过了几天， 这位乘客还带
着自己的爱人来到站台。 “我回
家和老公说， 有个站台不仅文明
引导员做得好， 站台设备很全。
他不信， 我就带他来看看。” 乘
客对叶润萍说道， “我觉着， 你
们这个站台可叫 ‘温馨小站’。”

周末不休息做义务指路员

从2012年起每周六或周日 ，
叶润萍都会和同事带着药箱、 地
图到北京站广场 “学雷锋志愿服
务岗” 义务服务。 2013年8月的
一天， 她正在和同事王文茹一块
在义务指路时， 一位中年妇女带
着一个孩子从出站口的方向走过
来， 叶润萍注意到这个孩子的腿
走路很费劲。

“大姐， 跟您打听一下 ， 离
这近一点的地方有大医院不 ？”
这位女士问道。 “有啊， 最近的
有同仁医院、 北京医院， 稍远一
点还有协和医院……” 叶润萍回
答完后， 又和同事王文茹商量，
送这位女士和孩子到医院。

叶润萍把这位女士的孩子抱
在了自己的自行车上， 到医院后
还帮助挂号。 一通忙活后， 已经
中午12点多。

叶 润 萍 还 给 孩 子 买 面 包 、
水， “大妹子这几天你怎么安排
啊。” 叶润萍问道。 “我还不知
去哪儿呢， 想先找个便宜的小旅
馆住下 ， 大姐您能帮我找一下
吗？” “行， 咱们去看看， 最好
离医院近一点。” 叶润萍回答道。

叶润萍顾不上肚子饿， 又带
上这位女士和她的孩子， 推着车
顶着太阳， 一条街一条街的找旅
馆。 最后， 终于找到一家相对便
宜的旅馆。 “谢谢， 谢谢。 你真
是俺娘俩的恩人啊， 俺永远都忘
不了你。” 这位女士说。

做队长给队员送去绿豆汤

去年 ， 叶润萍来到新的岗
位， 开始担任东四中队中队长。
东四中队现有队员29人， 刚担任
队长时， 叶润萍也给自己定下目
标。 “我就是想用各种办法， 让
队员们更有凝聚力。”

作为队长 ， 每天队员上岗
后， 叶润萍都会到17个站台， 逐
一查岗。 “会检查队员是不是准
时到位， 还有服务是不是规范。”
不仅如此， 作为队长， 叶润萍还
很注意队员 “老带新” 的工作。

去年6月， 东四中队一次来
了6位新队员， “他们之前都没
有做过文明引导员， 所以必须要
找有经验的老队员手把手的带。”
叶润萍将6位新队员逐一分到不
同的站台。

站姿、 站位、 旗语、 文明用
语……下班后， 叶润萍还不忘对
新人进行业务训练。 为了提高队
员们的服务意识， 叶润萍还特意
在五一节当天， 安排队员来到北
京站附近的公交站， 体会这里站
台文明引导员的辛苦。 除去在业
务上， 叶润萍在生活上也关心队
员。 夏日气温高， 叶润萍买来绿
豆， 中午始熬绿豆汤。 晾凉后，
又骑着三轮车送到站台， 给队员
们喝。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从高中地理老师到地质专业
硕 士 再 到 博 士 研 究 生 ， 市 地
质 调 查研究院地质工程师何付
兵始终没离开过学校、 学术和实
践。 在单位， 他不仅有个特别的
称号 “何老师”， 还是一个拿奖
“专业户”， 在多种竞赛中屡获第
一。

大家叫他老师， 一方面是因
他曾当过几年中学教师， 另一方
面是源于对他工作态度及工作能
力的肯定 。 “认真 、 负责 、 谨
慎、 严谨， 让我在局级、 市级竞

赛中多次获得好成绩： 2010年拿
到首届地质矿产勘查技能竞赛冠
军 ， 2014年又获得首届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冠
军……” 何付兵说。

作为80后， 他所学的师范类
地 理 教 育 专 业 与 地 质 专 业 是
两码事。 “教5年学后， 我考取
了 构 造 地 质 学 方 向 的 研 究
生 。 ” 何付兵说： “跨专业学习
让我倍感压力。 第一年除了学习
硕士阶段相关课程， 还要跟随本
科生从头学习岩石学等基础课

程。”
“认真学习、 积极参加野外

实践， 让我学得更多知识。 毕业
时， 我的论文达到优秀级。” 何
付兵说他喜欢野外考察， 在学校
就参加了导师的5个课题项目 ，
工作后参加了单位承担的北京平
原区活动断裂监测专项地质调查
等多项课题。 从参与者到技术骨
干， 再到子课题负责， 他都能以
优秀成绩完成项目组安排的任务
和院、 局项目的立项工作。 2013
年， 他又以同批第一名的成绩考

上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博
士， 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

———记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地质工程师何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