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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江艳 文/摄

两会期间， 在红都服装公司的制
衣车间里， 每天都有一件件笔挺的中
山装、 西装赶制出来， 成为代表风采
的最佳展示。作为中国服装高级定制第
一家，今年已经是红都公司为两会代表
服务的第30年了，而代表们最偏爱的就
是四个兜的中山装。 这些天，红都高级
技师闫瑞环则一直忙碌着手下这一针
一线的技术活儿。闫瑞环长期承担着为
国家领导人制装的任务，她是目前北京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装技艺的
传人。 “技术精，做人正”， 是她38年在
红都磨砺出来的 “工匠精神”。

选料、 定版、 裁剪……在红都的
制衣车间里， 每一位技师都在认真地
做着手下的活儿， 一丝不苟， 目光炯
炯。 而此时正在另一个车间查看刚刚
做好的一批中山装的闫瑞环同样是一
股子细致劲儿，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每个细节都保证不出纰漏。

“红都的技师都有一定的功夫的，
而红都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每一
件都是高级定制， 精细是红都人的必
然追求。” 闫瑞环说， 从21岁进入红都
公司起， 30多年来， 她在一针一线练
就了制装技术， 同时也跟师傅学会了
如何把活儿做到最细， 这是对顾客的
负责， 也是对自己的负责。

1992年， 闫瑞环在人民大会堂拜
师 “毛式中山装” 创始人田阿桐， 这
在当时可是让人无限羡慕的事儿。 跟
师傅学活儿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美好 ”。 田师傅是毛泽东 、 周恩来 、
邓小平等共和国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
技术精湛， 而对待徒弟， 则是出了名
的严格。 他经常跟徒弟说的一句话就
是， “你们要踏踏实实地学技术， 将
来总是能派上用场的。”

师傅的严格在当时30多岁的闫瑞
环是无法理解的。 “学徒的过程是很
艰难的， 本来觉得挺好了， 师傅可能
会要求拆了重做。 我记得有一次做一
件中山装， 就因为肩上的一道4寸的明
线， 师傅让我返工了三遍， 当时真的
哭了。” 然而， 这次返工也让闫瑞环真

正理解了师傅的用意， 做服装尤其是
高级定制服装就是精细活儿 ， 针距 、
松紧分毫不能差， 她发现， 在师傅指
导下， 最后返工的线的确比第一次平
整了。 此后， 有一次闫瑞环做一件很
薄面料的高难度中山装， 做好后两年
客人拿回来依然平整如新 。 这一次 ，
一直吝于夸人的田师傅对她说： “做
的不错， 就是要这样每一步都做到最
细， 最好！”

师傅的话一直留在了闫瑞环心里，
每一件中山装在送到顾客手里前一定
要精益求精。 “服装行业里能做西服
的可能做不好中山装， 中山装大的环
节30多个， 小环节70多个， 工艺十分
复杂。” 此外， 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和领
子是制作的难点 ， 口袋要看着舒适 ，
领子要挺， 而这恰恰是红都的独门绝
活。 多年来， 闫瑞环一直在雕琢的就
是这项绝活儿， 像师傅那样， 要一针
一线分毫不差。

尽最大努力让顾客满意， 是闫瑞
环在职业上一直坚持的道德追求， 这
也是师傅教给她的， 是红都人的共同
准则。 “做活儿更要做人， 对工作上
的付出最大的回报就是顾客的认可。”

“不仅要技术过硬， 还要热爱自己
的工作， 有责任心， 做人脚踏实地。”
闫瑞环说， 这就是她所理解的 “工匠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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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代在发展 ， 服装也在
适应社会和消费者的需要而变化 。
为了传承中山装技艺 ， 闫瑞环收了
两名徒弟 ， 像当年师傅教她那样 ，
她也常对徒弟说 ， “技不压身”， 让
他们认认真真地做活儿、 踏踏实实地
做人。

技术精 做人正
传承中山装

红都公司 闫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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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机床研究所的工作室里 ，
记者见到了被业界誉为 “数控工艺第
一人” 的金福吉。 1962年9月从北京化
工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第一机械工业
部北京机床研究所工作，50多年来，他
先后从事车、镗等机床操作，经历过班
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模具部长、副
总工艺师等工作岗位， 参与过多个重
大项目的研制和开发。 作为一名老技
工， 金福吉对于数控有着难以割舍的
感情。 2002年退休至今， 他仍然守护
在工作岗位上， 担任培训工作， 并多
年担任全国和北京市多个技能大赛数
控项目的专家组成员和裁判长。

“从1975年起在北京机床研究所培
养教育下， 根据科研生产需要， 我开
始走上了数控机床应用技术之路。 从
此北京机床研究所开发研制各种型号
加工中心， 我都经历和体验过。” 近
20多年来， 金福吉先后参加了高速邮
票打孔器、 863重点课题光学铣磨机研
制和开发等多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的研
发与制作。 此外，他和团队还先后为国
内多家手表厂提供了包括机床、 工装
夹具、 刀具等在内的整套手表夹板类
零件加工工艺方案， 并参与了某企业
定时器项目技术改造工作，由17台双工
位加工中心组成的生产线， 大幅度提
高了加工效率， 满足了产品急需。

金福吉被业界称为 “数控工艺第
一人 ”， 不仅仅因为他在全所乃至全
国是最早研究数控机床应用的专家之
一， 更是因为他先后参与所内多项科
研课题工作， 以不断钻研和大胆创新
精神取得了卓越成果。 众所周知， 现
在的邮票是整版印制的， 但不为大多
数人所知的是， 在邮票印制中， 高速
打齿孔， 是邮票印制过程中关键工序
之一 ， 打孔器是邮票印刷 机 械 中 关
键部件 ， 此前 ， 世界上只有德国能
生 产 孔 径 Ф0.9mm 快 速 打 孔 器 。
2001年 ， 北京机床研究所和北京邮票
厂共同组成研制小组 ， 研制Ф0.9mm
邮票打孔器， 金福吉是该项目的主要
负责人 。 他率领研制小组克服困难 ，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艺试验
和攻关， 于2002年7月完成了30×50规
格打孔器。 该打孔器首次试验以90/分
速度和5次/秒频率，连续打孔217.55万
张，质量全部达到图纸要求，并超过进
口打孔器首次打孔纪录。 该项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
此基础上，金福吉带领攻关小组，对加
工工艺，进一步进行探讨和改进， 累计
完成三套不同规格的打孔器。

从业二十年来， 金福吉先后多次
获得多项荣誉和奖励。 1997年被机械
工业部评聘为特贡技师享受政府津贴。
2004年机械工业系统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5年北京市十大 “能工巧匠”、 2012
年北京市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

金福吉告诉记者，从1982年10月北
京机床研究所举办了国内第一期加工
中心应用学习班开始，他就开始了对数
控加工中心技术的培训工作。从1982年
至2010年间经过培训班的学员，据不完
全统计达3000人以上，还不包括到各地
举办专场培训学员。此外，他还把多年
的工作研究和参与大赛的经验汇入书
籍编写，为更多人指路。他参与了《第一
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试题解析与
点评》等书的编写工作。

新时代下的 “工匠精神” 更多地
在于汲取匠人的精益求精精神， 发扬
“工匠精神” 培养、 造就高技能人才，
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金福
吉认为， 高超的动手能力、 突出的创
造能力、 较强的适应能力是高技能人
才的重要条件。 在制造领域中， 高超
的动手能力不仅仅是传统的 “手艺 ”
和某些“绝活”，而是通过各种学习和培
训获得的现代技术理论知识与技能的
结合，利用现代化装备制造出完美的产
品，这种“技术技能型”将是当代社会中
高技能人才的主要特征。当前我国在从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
中， 金福吉告诉记者， 作为一个老技
工， 希望制造领域中年轻人快速成长，
也期待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现代制造行
业， 投身到制造行业发展中。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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