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门槛培养
专业化“大咖”团队

国家级
技能大师
工作室走进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在寸土寸金的王府井
大街， 大明眼镜旗舰店的
招牌格外显眼， 这家老字
号的眼镜店以专业化的服
务吸引着顾客。 其专业从
何而来， 首先， 验光就是
关键一环。 每天， 验光大
师秦英瑞会早早地来到眼
镜店， 以他名字命名的大
师工作室的门外早已有了
等候验光的人， 他们全都
是慕名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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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秦英瑞技能大师工作室”

□本报记者 张江艳/文 陈艺/摄

记者 ： 您认为一个优秀的
验光员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 您
的人性化验光与医院的验光又
有什么区别？

秦英瑞 ： 真正从事配镜工
作的人员不仅仅需要懂得验光
配镜 ， 还需要懂得视觉产生的
生理构成 ， 用眼视光师的概念
更为准确 ， 不懂光学的眼科医
生配不出合适的眼镜 ， 半个工
程师加半个眼科医生才构成一
个真正的眼视光师 。 以医院为
例 ， 眼科医生配镜往往以其专
业性著称 ， 而眼科医生在分析
近视成因时只考虑病理性因素，
即屈光不正 。 因此 ， 医生进行
验光配镜时往往是以矫正视力
为主 ， 缺多少补多少 。 而以眼
视光的角度看 ， 近视不仅仅是
屈光不正那么简单 ， 更涉及视
觉传导 ， 视神经刺激甚至生活
习惯等一系列的问题 。 要配出
真正度数合适 、 佩戴舒适的眼
镜， 就要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

记者 ： 您怎么看待现在眼
镜行业人员的从业资质？

秦英瑞 ： 当前阻碍我国眼
视光行业发展的最大的问题就
是行业标准不规范 ， 从业人员
的素质良莠不齐 ， 由于配镜行
业进入门槛低 ， 很多从业者只
是通过短期技能培训 ， 考取从
业资格后就买套设备 、 开个门
店自行从业上岗 。 我们不得不
承认 ， 大师级行家的短缺对整
个行业有深刻影响。 欣慰的是，
很多行业人士已经行动起来 ，
通过交流 、 融合不断提升从业
人员整体素质。

大明眼镜王府井旗舰店首席
验光技师工作室成立于2012年，
是国内第一个以验光配镜、 解决
视光疑难问题为技术创新项目的
工作室， 是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评审和认定的国家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 工作室以北京大明
眼镜公司为依托、 开创了北京验
光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
式。

工作室领军人物秦英瑞大师
曾 经 获 得 “全 国 技 术 能 手 ” 、
“全国劳动模范 ” 等多个荣誉 ，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工作室团
队成员均是来自北京大明眼镜公
司的验光高级技师。 工作室开创
了人性化验光模式， 2013年开具
棱镜处方20张， 2014年开具棱镜
处方12张， 解决了32位患者的复
视问题， 成效明显。

【对话大师】

【小档案】

人性化验光：
全方位打造“私人订制”

上午10点， 位于大明眼镜王
府井旗舰店五层的首席验光技师
工作室是最忙碌的时候。 在等候
验光区 ， 已经有十几个人排队
了， 有的还专门从外地赶来。 在
工作室内， 验光大师秦英瑞和另
一位高级技师正在为顾客验光。

秦英瑞正在服务的顾客是点
名来找他的 ， 是位72岁的老大
爷 ， 姓马 。 马大爷坐在验光仪
器旁边， 秦英瑞聚精会神地看仪
器， 随后又问了很多戴眼镜的使
用感受以及配镜需求等问题， 非
常细致。

大约半个小时， 马大爷的验
光才结束。 马大爷试戴秦英瑞推
荐的度数时， 非常舒服， 特别满
意。 “大约六七年前， 我找秦大
师配的眼镜 ， 一直都戴着特别
好 ， 最近可能因为白内障的原
因， 看东西有点儿模糊， 这次过
来让他再帮我换换镜片”， 马大
爷对秦英瑞的验光技术啧啧称
赞 。 他认为 ， 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 配眼镜要配好了， 验光就是
最关键的一环。

秦英瑞说， 为马大爷配镜时
考虑他是戴眼镜开车比较多， 看
书看电脑不多， 因此加的度数不
是太大， 他戴着会更舒服。 这样
人性化的验光服务， 在秦英瑞的
大师工作室已经成为了一种专业
化服务招牌。

所谓 “人性化验光”， 就是
在验光精准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
服务， 将人性化关怀融入到配镜
过程中。 “仪器得出的数据是死
的， 而用眼行为是活的， 每个人
面对的生活环境不尽相同。” 秦
大师要求在配镜过程中， 要实现
远近结合、 动静结合， 并将个人
的生活习惯、 工作习惯， 甚至于
整个人的健康状况纳入到配镜的
考量范围中， 真正制作出舒适、
好用的眼镜。

比如， 现代人开车越来越普
遍， 由于视觉神经对明暗、 光线
的反应不同， 白天适用的眼镜可
能到了晚上就不能满足开车的需
求。 针对这一现象， 秦英瑞将对
比敏感度测试也纳入验光环节
中。 通过这些方法， 掌握视力、
眼底、 视网膜的功能性状况， 再
根据对用眼习惯、 生活方式的综

合考量， 生成一个真正的个性化
方案。

科学化验光：
二十一道工序精雕细琢

走进秦英瑞技能大师工作
室， 各种高科技的验光设备正在
为顾客服务。 这个被称为综合验
光台的大物件实行的是开放式验
光，顾客坐在一个地方，机器转动
起来，各种检测仪依次转过来，一
步一步进行检查。 记者了解到，
这里面好几个设备都是国内仅有
的，全世界范围最先进的。

在工作室规定的内部资料
中，对“验光模式”有明确的规定。
“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不能想怎
么验就怎么验。” 从第一步问诊、
了解患者视觉需求， 第二步眼外
观检查，第三步旧眼镜度数检测、
瞳高、瞳距等，第四步全自动电脑
验光仪检查，一直到第二十一步，
综合以上结果， 评估后科学出具

验光处方， 一共二十一道验光步
骤。除了这些常规检查，有时候还
要为顾客增加特检，比如眼位、角
膜病等项目要根据顾客眼睛情况
要进行检查。

在秦英瑞的工作室， 为了最
真实的反映出顾客的眼睛现状，
单纯的验光已经升级为视力功能
性检查， 测试项目从验光一项增
加到现在的二十多项， 检查时间
也从过去的10多分钟增加到40多
分钟。 借助专业的仪器， 验光的
结果也必定会更加准确和人性
化。 比如， 在工作室的这套验光
仪器中， 记者看到了很多在平常
眼镜店看不到的检测系统 。 比
如， 开车的司机配眼镜， 设备上
有一套测试司机矫正度数后看红
绿灯的效果， 以此作为确定配镜
度数的重要参考。 而坐办公室看
电脑的白领， 在配眼镜时又有其
他的考量因素。

如此多道工序的检测， 只为
了让来到工作室的顾客， 享受到

最专业的服务， 配到最舒服最适
合的眼镜。

专业化团队：
高门槛培养“验光大咖”

在工作室的门口， 验光的操
作流程贴在了明显的位置， 每一
位在工作室工作的验光师都在秦
英瑞地带领下， 热心、 专业地为
顾客服务。 “责任感强+理论过
硬+技术扎实” 构成了大明眼镜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的特
色。

在工作室今年的工作计划
里， 秦英瑞把主要目标设定为培
养验光师。 目前， 工作室共有专
职验光师6人， 全部都是高级技
师， 并且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秦英瑞把来工作室工作的门槛定
的比较高， 主要就是为了保证服
务质量。

传帮带是工作室的重要职
能。 每年， 秦英瑞都会带徒弟，
仅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二年 ， 即
2013年， 他就带了16个徒弟， 之
后每年都会收一定数量的徒弟，
毫无保留地把30多年积累下来的
验光经验传授给他们。 在教徒弟
时， 他既要让他们体会到验光的
专业性、 科学性， 同时也要求他
们在工作中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强烈的责任心。 他还为工作
室编写了验光程序等技术指导资
料， 让没有经验的职工能够尽快
找到验光的门道。

经过秦英瑞的指导， 他的徒
弟们的技术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
长进， 达到了单位要求， 其中多
名已成为了王府井店的挂牌验光
员。

一直以来， 秦英瑞都有个想
法 ， 在专业验光人员缺乏的现
在， 他希望更多的人成为验光行
业的 “大师”， 借助工作室的平
台， 他正在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
的愿望。

马大爷戴上秦英瑞试配的眼镜， 非常满意。

秦英瑞认真地为顾客验光。

调仪器， 是秦英瑞上班前必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