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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作上的有心人
成就养护技术第一名

1994年从北京市园林学校技
工班毕业的王水清， 被分配到了
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原北京市园林局绿化处） 绿化
三大队金水桥绿植养护班， 从此
便与绿色结缘。

刚刚步入园林事业的王水清
为自己能够在金水河畔工作着实
高兴了一把， “天安门金水桥畔
是多少人关注的焦点， 自己能在
这儿工作特别自豪， 当时自己就
暗下决心， 一定不能怂。”

于是， 王水清时时做工作上
的有心人， 迅速地成长起来。

俗话说 ， “三分种 ， 七分
养。” 王水清深知， 这句话包含
的深层次含义。 为了更好地照顾
好这些 “不会说话” 的好伙伴，
他向书本请教———学习黄杨、 松
柏、 月季、 国槐、 油松等多种绿
植的生活习性以及需水量多少、
病虫害防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向
经验丰富的老职工请教日常中更
实用的工作经验。 同时， 他还向
自己学习———时常总结经验。

跟王水清一同来的很多人都
纷纷转到别的岗位或者公司了，
可王水清却一直坚守着。 很多人
都觉得园林职工整日在户外， 风
吹雨打， 夏酷冬寒， 这是一份并
不令人舒心的苦差， 可王水清却
一直乐在其中。 修剪、 打药、 浇
水、 施肥……每一个环节， 王水
清都干过一遍。 对待工作， 他从
不惜力。

“我喜欢园林， 喜欢跟这些
花草树木打交道。” 王水清笑着
说。 在他看来， 每一个总结出来
的经验都是他与花草树木之间的
交流， 就像彼此找到了一个共同
的小秘密一样。 就这样， 他一步
步走来， 已经走了22年。 但王水
清称 ， 自己还会继续走下去 。
“我骄傲。” 王水清学着小品中的
腔调、 坚定地说。

正是凭着自己对绿化工作的
挚爱， 不久前， 在北京市总工会
联合市人力社保局、 市科委主办
的第二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绿化
工比赛中 ， 王水清以丰富的经
验、 精湛的技术顺利通过初赛、
复赛的理论考试与实操比赛， 以
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决赛 。 决赛
中 ， 王水清再次以95.98的高分
一举夺魁， 并获得 “首都劳动奖
章” 称号。

把工作精细化
选苗不亚于选美

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流穿梭
中， 一排排松柏犹如士兵一般庄
严而肃穆。 在游人眼中， 他们始
终都在那里， 看不出异样。 但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生的故事———
换树， 却鲜有人知道。

“因为意外事件或者自然灾
害， 偶尔会死一两棵， 这时候就
需要我们重新种上新树。” 原来，
与普通的种树不同的是， 每一次
换树的时候都是一次 “选美活
动”。 由于神州第一街和天安门
广场的特殊位置， 每一次换树都
是对王水清的一次考验———要选
出与所替换树粗细相同、 高度相
同、 树形也基本相同的树， 不能
破坏整体的形象。

“这些树都不会说话， 你只
能通过仔细观察变化， 来与树进
行沟通。” 记得有一次， 王水清
忽然发现有一棵松柏的颜色与别
的不同。 一连几天， 细心的王水
清发现这个松柏在慢慢地衰亡。
于是， 王水清果断地启动了换树
计划。

为了采集树的高度， 王水清
想到用测量杆来测量高度。 采集
到这棵树的胸径、 高度、 冠幅等
信息后， 王水清带着这些数据开
始了树的选美之路。

选美第一站， 是北京地区的
苗圃基地。 如果没有合适的树配
对的话 ， 他们还要跑到外地去
找。 “我们经常去河北、 天津、
河南等北京周边地区去找合适的
树。 因为这些地都是北方气候，
成活率比较高。” 有时候为了找
一棵合适的树， 王水清甚至带着
尺子直接跑到山林里找。

尽管王水清第一时间发现了
这棵松柏正在走向死亡， 但是留
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他要在大家
一眼看出这棵树已经死了之前把
新树种上。

为了节约时间， 天微微亮的
时候， 他就穿梭在山间崎岖的小
路上了。 “山里不比城里， 早晚
的气温还是挺低的。 就像现在已
经快进入五月份了， 山里的温度
依然很低， 晚上需要穿着厚厚的
军大衣。”

经常在山里行走的王水清，
只能吃干粮、 喝矿泉水。 “山里
气温低 ， 喝口水也是冰凉冰凉
的， 所以我们就把水揣在怀里，
这样喝水的时候就不那么凉了。
现在我都养成习惯了， 只要给我
一瓶水， 我就用手捂着。” 王水
清有些腼腆地说。

有时， 他们需要爬上好几个
山头， 才能找到一棵合适的树。
“找树的过程不光很疲惫， 而且
很煎熬， 晚上常常失眠， 怕自己
完不成任务 。 找到合适的树之
后， 才能睡个安稳觉。”

大卡车只能在夜里12点之后
进入北京五环， 这群园林人也就
只能在夜幕下工作， 他们小心翼
翼地种下了精挑细选的选美 “小
姐”。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的时
候， 所有的痕迹都随着夜幕消失
了。

松柏依然苍劲翠绿， 游人依
然人潮如织， 一切似乎都与往常
一样。 但是这群金水桥畔的园林
人知道 ， 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
斗” 他们赢了。

始终默默干活
时刻恪守岗位职责

天安门金水桥、 神州第一街
长安街， 是首都一张名片， 更是
中国的焦点。 对于王水清这群园
林人来说， 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
保护好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

2014年年初， 为了迎接全国
两会的召开， 金水桥两侧进行了
绿植栽植， 那时的王水清却正被
诊断为心脏阵发性室上速， 需要
及时进行治疗。 但眼看全国两会
召开在即， 为了确保213株黄杨
按时整整齐齐地摆放到金水桥
上， 他瞒着同事们， 带病与大伙

儿一起工作。 白天选苗， 晚上摆
放、 修剪， 经过三天两夜的赶工
终于完成了任务。 事后， 同事们
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称他为 “拼
命三郎”。

然而让同事们更没有想到
是， 当王水清进行心脏手术时，
又逢迎国庆天安门地区绿地改造
工程。 尽管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劝
他安心养病， 但是躺在病床上的
王水清却怎么也放不下心。 他不
顾医嘱， 术后第5天就回到了工
作岗位。 王水清说： “只有在现
场， 我才能安心。”

“环卫工人负责地面上的垃
圾， 我们则负责绿化面积里的垃
圾。 而绿化带里的垃圾常常在草

丛里， 捡拾起来更难。” 王水清
是一个细心的人， 每一个工作环
节都尽力做到完美， 但有的时候
却往往天公不作美。

在王水清所负责的25万平方
米的绿地面积中， 包括国旗杆下
面的一片绿地 。 对于王水清来
说， 他最怕风， 尤其是升国旗前
刮风。

在王水清的记忆里， 有这样
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早上， 当国旗护卫
队扛着国旗，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
伐向国旗杆走来的时候， 突然刮
了一阵小旋风， 将游人扔的纸屑
垃圾正好刮进了旗杆下的绿地
上。 “该怎么办？” 说时迟那时
快， 王水清立刻与现场护卫人员
联系， 并及时带领职工清理了垃
圾， 维护了广场的清洁。

有些塑料袋挂在树上， 更不
好清理。 再加上很多绿化地都在
金色护栏以里， 车进不去， 职工
们只能一袋子一袋子的往外扛垃
圾。 平常， 这个班组每日能清扫
出来4~5吨的垃圾。 如果要赶上
修剪花枝树干、 清扫落叶， 垃圾
就更多了……尽管很辛苦， 但是
王水清和职工们都没有怨言， 都
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为努力
干好这份工作而努力。

从一名普通职工到一班之长，
王水清用一个个圆满完成任务回
答了组织对他的信任。 他参与了
迎国庆50周年和60周年长安街绿
化改造、 天安门广场油松更换改
造， 以及长安街冬季增绿等多项
重大绿化施工工程， 用自己的行
动带出了一个班的激情。

他先后被评为公司、 集团的
奥运岗位先锋、 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员工； 2009年获北京市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筹办工作贡献奖； 2011年获得北
京市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绿化工
冠军， 2012年获得 “首都劳动奖
章” 称号； 2015年获北京市 “抗
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服务保障
工作贡献奖” ……一个个荣誉与
奖章， 是他爱岗敬业、 报效祖国
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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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桥畔的“梳妆人”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安门金水桥绿植养护班班长王水清
□本报记者 杨琳琳/文 万玉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