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女工的需求就要走进她们的内心
公交客二第8车队工会主席谭先菊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首都工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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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师闫瑞环：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为中山装顾客提供“私人定制”

■完整流程 顾客享受服装文化
■百年传承 中山装成为着装时尚

挺拔的款式 ， 精神的小立
领、 齐刷刷一排扣、 标志性的四
个兜……曾经风靡中国大地的服
装款式———中山装如今并不多
见， 而在北京红都集团公司高级
技师闫瑞环的工作室里， 每天都
整整齐齐挂着一排排赶制出来的
中山装。 作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山装技艺的传人， 闫
瑞环已经做了30多年中山装。 在
文化传承和时代变革中， 闫瑞环
为中山装新老顾客提供着 “私人
订制”。

让顾客享受 “私人定制”

当记者走进闫瑞环的工作室
时， 她正在给一位年轻的技师指
导业务。 原来这件正在赶制的中
山装的里衬缝合处起了褶皱， 闫
瑞环要求必须返工重改， 并详细
嘱咐了修改注意事项， 务必达到
精益求精。 现在， 闫瑞环的主要
工作就是帮助红都技师们解决中
山装制作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
从1978年进入红都开始， 她不断
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逐渐从一
个学徒工成长为高级服装技师，
先后担任过生产部长 、 车间主
任、 门店副经理、 技术总监等职
务。

如今的中山装一般都是高级
定制， 制作周期大概是10天-15
天。 完整的定制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量体定制， 手工裁剪， 手工
扎成样衣， 然后试穿， 如果顾客
认为有不合体之处， 或者有其他
个性要求， 比如想绣上名字， 再
重新修正， 直到满意为止。

红都高级定制的价格昂贵 ，
一般都在两三万元以上， 闫瑞环
解释说： “从面料、 工艺上是非
常讲究的 ， 定制有它的独到之
处， 模仿出不来， 定制是个人身
份的象征。 高级定制实际上是过
程的享受， 成品的衣服只是其中
一方面。 顾客希望体验的是从开
始进店量体到取衣服的整个过
程， 享受的是一种服装文化。”

闫瑞环自1983年开始负责为
首长和外国友人制装， 这不仅需
要精益求精的技术、 强烈的责任
心， 还要有不怕困难、 敢于迎接
挑战的敬业精神， 她为国家领导
人和外国元首制做的服装， 受到
了高度评价。

为了满足顾客的 “私人定
制”， 闫瑞环每件衣服都尽全力
满足顾客需求。 对于在体型裁剪
方面有特殊需要的顾客， 闫瑞环
为他们精心设计， 积极动脑筋想
办法， 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曾
经有一位英籍华人， 因为一边胯
有残疾， 穿上买来的大衣显得总
是不对称， 很不美观。 来北京时
听说红都手工制装很有名气， 便
来尝试能否一解烦恼。 根据他的
特殊情况 ， 闫瑞环仔细为他量
体， 计算尺寸， 参考他平时的着
装， 裁剪成适合他的样式。 当他
穿上特制的大衣， 从镜子中看到
既合体又与正常人一样的穿着效
果后， 非常高兴， 连连称赞。

让中山装不过时

中山装如今已有百年历史 ，
岁月流转， 曾经的上海滩上不少
知名的裁缝店里都能做出工艺过
硬的中山装， 而如今红都是传承
老工艺的仅存火种， 这并不是妄
言， 在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列表中写道： “近年来由于中
山装制作人才的流失和老化 ，
‘红都’ 现已经成为保存中山装
传统制作技艺的唯一一家服装企
业”。

作为红都人， 闫瑞环深感责
任重大。 在平时的工作中， 她既

要抓管理、 抓技术， 培训技术人
员； 还要管质量、 收发等工作，
遇到难题和生产紧急的时候， 经
常废寝忘食、 加班加点的工作。
她还注意发现工作中的问题， 并
探索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她发
现中山装的大衬如果穿着时间长
了或者在阴雨天处理不当， 很容
易造成前身不平， 因而影响穿着
的美观及服装的造型。 她尝试把
大衬从底边改上三公分， 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既保持了服装的挺
括， 又起到了长时间穿着不变形
的作用。

休闲西装的口袋样式是贴
袋， 很多年一直沿用传统手工操
作， 既费时又不规范， 闫瑞环下
决心改成机器生产。 她与大家一
起试验， 终于总结出以机器生产
贴袋的技巧和工艺 。 推广使用
后， 每一件成品仅在口袋用时这
一环节上就节省了近30分钟， 节
约了劳动力， 也大大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

时代在发展， 服装也在适应
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而变化。 闫
瑞环说， 为了让中山装不过时，
让传统的中山装也成为一种着装
时尚， 她现在提倡中山装面料和
款式上的改变。 “中山装既严肃
又庄重， 以至于过去在人们的印
象中， 一穿中山装就是比较肥大
的 。 而现代人希望能穿着更合
体， 我们在中山装裁剪的尺寸上
做了调整， 比如下摆改小。 此外
面料 、 辅料的选用上也做了调
整。 但是口袋的比例、 扣子， 这
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不能变。”

变与不变， 道出了中山装内
涵中传承与改革的精神。

公交客二第8车队共有职工
373人， 其中女职工118人。 作为
车队工会主席， 谭先菊非常注重
女工工作 ， “要走进她们的内
心， 主动去了解她们需要什么。”

在工作中， 谭先菊了解到车
队有位女职工因为离婚， 心理压
力增大、 脾气变得很差， 和车队
其他职工的关系很紧张。 于是，
谭先菊主动找到这位女职工聊
天。

“通过和她的交谈 ， 我发现
这位女职工心地很善良。” 通过
多次交流， 女职工打开心扉， 不
仅把谭先菊当做知心人来看， 也

逐渐融入车队， 和同事们的关系
变得融洽， 还主动参与车队组织
的各种活动。

“这位女职工经常会和我交
流 ， 遇到什么困难都和我说 。”
谭先菊说， “她的孩子成绩优秀
考到重点高中 ， 但是却不太适
应， 很着急。” 于是， 谭先菊下
班后， 就来到这位女职工家中了
解情况， 开导这位女职工和她的
孩子。

去年， 在参加完单位组织的
体检后， 拿到体检报告的这位女
职工， 又找到谭先菊。 “体检查
出我身体有点问题 ， 心里很着

急， 也没个人商量， 想让你帮着
出个主意。” 女职工说。 “不要
着急， 是不是再找一家医院检查
检查。” 谭先菊安慰道。

看到这位女职工焦急的样
子， 谭先菊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
帮着跑医院咨询。 不久后， 因为
要照顾孩子， 这位女职工调到其
他车队。 尽管已离开车队， 但谭
先菊仍惦记着这位女职工的身
体。

“噢， 明天要做手术啊 ， 不
用担心， 我给你鼓劲儿。” 一天，
谭先菊接到这位女职工打来的电
话。 因为要组织职工安全生产大

检查， 不能离开。 谭先菊只能在
电话中鼓励这位女职工。

手术完成后， 谭先菊和车队
书记陈起云、 工会干部于洋又跑
到医院看望。 此后， 谭先菊还多
次去看望了这位女职工 。 有时
间， 就会和她通电话。

不久后， 这位女职工痊愈出
院。 谭先菊还打电话嘱咐各种事
项， “出院时， 有很多需要办的
手续， 我和你说说……”

现在， 这位女职工已经康复
重返工作岗位了。 虽然她已经不
在谭先菊他们车队工作了， 但依
旧把谭先菊当作最贴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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