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雪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已有7年， 共
审结案件近800件， 无发回重审和差错案
件。 她先后获得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
“北京市先进法官”、 “北京市知识产权信
息报送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自2006年进入东城法院， 25岁的她就
把青春、 热血、 激情、 理想都融化在庄严
的审判庭上。 近十年的知产审判中， 她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审理技巧， 精湛的专业
素养和突出的业务素质， 使她成了知产庭
的业务骨干。

曾热播一时的某纪录片被诉侵权， 该
片能否顺利代表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
场， 引发关注。 她不为外界的评议和双方
当事人的交锋左右 ， 在查明事实的基础
上， 认定了作品的独创性， 并据此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 有力地捍卫了影视产业知
识产权的健康发展。

某著名电视导演， 诉某文化传媒公司
著作侵权。 面对当事人间交织混乱、 互相
推诿、 相互指责的局面， 樊雪将案件事实
层层抽丝剥茧并最终化繁为简， 果断地把
握住双方争议焦点。 经她锲而不舍的努力
和循循善诱的劝解， 原、 被告最终握手言
和。 这一系列疑难复杂、 社会敏感度高的
案件的审理， 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

由于审判经验丰富， 樊雪作为市高院
的版权案件调研组成员， 参与了高院组织
的多个重要调研项目， 并于2013年受市高
级法院委派草拟 《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出版
社责任承担问题的指导意见》， 受到业内
人士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一位家住满洲里的当事人专程来到北
京， 为她献上自己的诗作： 繁纷的白雪，
飘落大地， 净化着所有生物的心……你那
样年轻， 就挑起了重担， 用正义维护着世
界的公平……

多少个夜晚 ， 樊雪伴着星辉伏案工
作， 厚重的裁判文书背后是一名知产法官
无悔的青春和永恒的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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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的劳模
东城区2015年劳动模范先进事迹展（六）

2015年是五年一次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年， 东城区总工会推荐评选出李学
玲等4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马龙等56名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以及东城区地
方税务局等10个北京市模范集体。 这些劳动模范及模范集体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谱写着一首劳动
者之歌。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付出了哪些艰辛？ 本报将继续对这些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
先进事迹进行报道。

白淑兰
三尺讲台上的
一朵白兰

曹增楷
糕点制作
流水线的把关人

陈岩
民营企业中的
一颗新星

樊雪
审判台上
谱写华彩乐章

曹增楷在稻香村食品厂糕点车间一干
就是18年， 从一个没有见过萨其马为何物
的小伙子， 成长为能熟练操控全套流水线
的中级管理人员。

在河北老家时， 曹增楷对北京稻香村
的大部分糕点都不认识。 入职后， 当然要
从最简单的工艺做起 。 那时 ， 他已经25
岁， 不像别的小伙子， 十八九岁， 所以他
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筛面是进入
炸活车间的第一步， 连筛子带生丝有5斤
多 ， 每天要筛200多次 ， 这是个体力活 ，
非常考验人的臂力。 虽然是冬天， 他常常
累得浑身是汗， 工作服都贴身上。 开始，
曹增楷掌握不好力度 ， 一天下来腰酸背
疼。 为了尽快掌握技巧， 下班后， 他在家
里拿菜盆、 洗衣盆比划筛面， 直到能让生
丝在筛子里飞起来 ， 面粉纷纷漏下去为
止。

2004年， 曹增楷迎来了第一个转折，
他被提拔为组长。 走上管理岗位后， 他开
始了对新员工的 传帮带 。 有个新来的
女工 ， 分到擀面的岗位 ， 但她擀出来
的面达不到质量要求 ， 小姑娘一度想
放 弃 工 作 。 曹 增 楷 耐 心 地 告 诉 她 ：
“不要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 世界上， 哪
儿有不费力就能挣到钱的活儿啊！” 这是
最朴实的话， 但听起来挺舒坦。 小姑娘听
了他的话， 踏下心来， 工作很有长进， 而
且还成为多面手。 由于以情感人， 以理服
人， 用心管理， 曹增楷的班组成为离职率
最低的班组。

2012年， 食品厂引进全套流水线， 从
设备进厂到安装调试均由曹增楷负责。 这
对于他来说， 既是挑战， 也是机会。 他每
天在机器前 ， 一 站 就 是 十 几 个 小 时 ，
回到宿舍还要画图 、 琢磨、 算数据。 老
天不负有心人， 经过1000多次调试， 终于
将整条流水线调试成功了。 虽然流水线可
以良好运行， 但曹增楷从未停止过创新的
步伐。 他提出过总计27项合理化建议， 使
流 水 线有了明细的标准。

陈岩是北航的高材生、 曾担任过央企
科研单位的部门领导。 2001年进入北京林
克富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从事电液执行
技术指导工作。

介绍陈岩之前， 有必要先简介一下电
液执行机构。 该机构相对于传统的气动执
行和电动执行， 有着行程大、 推力或力矩
大、 智能化程度高、 响应时间快、 灵敏度
高、 机构紧凑、 防火等优势。 我国的电液
执行机构 ， 是20世纪80年代才研发出来
的， 起点低、 故障率高、 操作较为复杂。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2004年， 陈岩带
领助手， 开始了智能化电液执行机构的研
发， 从此也开始了无假日的运动战 ： 每
周五中午出发去济南 ， 周六 、 日与合
作方共同工作 ， 周一返回北京 。 为了
加快进度 ， 他常常工作到凌晨 。 经过 4
个月苦战 ， 终于开发成功了智能化的
控制器 。 新品的研制成功 ， 为公司产
品打开了市场 。 原来 ， 公司年销量为
30套左右， 如今， 年销售电液执行机构
整机已达200套以上， 销售收入突破2000
万元。

陈岩是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 几乎所
有出产的电液执行机构他都参加现场服
务。 2008年， 一批新产品交付非洲某国，
为了掌握产品运行第一手资料， 他每天都
要两次爬上60米高的反应塔巡检。 为了掌
握极炎热气候条件下产品运行状况， 他特
地选在下午2点左右。 艰难的攀爬、 炎热
的气候 、 强烈的热辐射 ， 使陈岩几乎窒
息， 但当他看到稳定的运行数据后， 却倍
感欣慰。

十几年来， 陈岩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无
法割裂， 他深深热爱着这份事业。 每天，
陈岩最早到公司， 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和筹划； 下班后， 大家都走了， 只有他办
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他始终觉得， 与优
秀的人才相比， 自己只是一颗极其普通的
小星星。 但就是这颗小星星， 在民营企业
中， 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白淑兰老师头上的光环一环套着一
环：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语文教改
实验先进个人、 全国优秀校长、 中国可持
续发展教育开拓者奖、 北京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等等……

白淑兰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岗位上执教
34年， 她捧着爱心走过教育的每一天， 始
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 她珍视每个生命个
体， 行走在实践教育梦想的路上， 她是教
育改革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在历任光明小
学大队辅导员、 教导处主任、 花市小学副
校长、 校长、 崇文小学校长兼书记之后，
2014年， 白淑兰又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新景
小学的校长。

用教育格言引领教育文化， 是白淑兰
的创造之一。 她发动全体教职工利用教育
格言去构建学校文化， 从而达成全员对情
感教育探索的共识。 读书文化的形成， 也
是白淑兰的良苦用心。 每天清晨， 老师们
都能看到一则打印出来的教育小故事。 从
2008年开始， 每年都评选10个最感人的故
事。 在雷锋纪念日， 学校隆重表彰孩子们
选出的 “最喜欢的老师”， 并由孩子们颁
奖。 这一系列举措， 是对老师润物细无声
的情感培养， 也是白淑兰任教所有学校的
教学特色。

白淑兰说， 只有当教师有了幸福感和
教学激情的时候， 才会将全部热情投入到
工作和学生身上 。 在 “以情移情教育实
践” 的基础上， 她又大胆请学生评价教育
改革。 “35+5” 和 “30+10” 等教学实践
引起了媒体关注， 《中央电视台》 和 《中
国教育报》 都对白淑兰的改革成果进行了
报道。

白淑兰还组织编写了 《减负课例集》，
为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新思路。

2009年， 她被聘为市政府兼职督学，
同时任北京地区学术研究会秘书长； 2011
年被市教委聘为中学教师系列高级专业职
务评委会委员。 在现代教学的道路上， 她
永不知疲倦， 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