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奖章背后的故事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记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职工汪作为
比赛让他变得更“俏皮”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汪哥， 你要俏皮一点， 我
们来看你俏皮了。” 虽然比赛已
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一
同备战比赛的小伙伴们， 还是会
用这句话来跟汪作为开玩笑。 今
年10月， 中国金融工会北京工作
委员会举办的金融系统金融服务
技能竞赛中， 汪作为获得了银行
组个人二等奖， 也成为了北京金
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比赛项目包括理论考试和字
符录入、 主题演讲、 情景模拟演
示三种形式， 对于去年代表分行
参加总行业务知识与技能大赛，
获得专业知识团体一等奖的他来
说， 理论知识不成问题， 最让他
挠头的是主题演讲环节。

“我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
人， 可能平时私下里聊天还好，
很幽默， 但在公共场合不太能放
开， 形体上也比较拘谨。” 汪作
为笑着告诉记者， 他准备了一份
演讲稿， 把他从大学毕业后， 进

入民生银行， 一路成长到现在的
经历写了下来 。 可是 ， 对他来
说， 写下来容易， 念出来难。

为了帮助职工备战比赛， 民
生银行北京分行邀请了导师， 在
仪态、 语气等细节上辅导他们。
结合汪作为的演讲稿， 导师还帮
他做了示范， 加上了形体上的语
言和表情上的展现， 整个演讲显
得非常俏皮。 一同备战的伙伴们
都说这种方式很好， “怂恿” 他
多多学习老师的表现方式。

“可是我一开始特别接受不
了 ， 觉得太夸张了 ， 我做不出
来。” 汪作为略显腼腆地说。 为
了让自己的演讲效果更好， 他也
一步步逼着自己放开。

最开始， 他仅仅是念词， 在
没有人的地方念。 后来， 他找到
一个没人的厕所 ， 对着镜子演
练， 加上了动作。 他说， 看见镜
子里的自己演讲时 ， 觉得很别
扭， 但一遍一遍练得多了， 也就

越来越熟练了， 逐步克服自己内
心的恐惧。

慢慢的， 他开始加上一两个
听众， 叫来自己的小伙伴， 看自
己演讲。 再后来， 领导来视察他
们的备战情况， 他当着20多人开
始演讲 ， 模拟上台的环节 。 最
终， 比赛当天， 汪作为说自己状
态很好， 丝毫没有紧张。

谈起自己的收获， 汪作为显
得很开心。 他说， 业务知识和技
能上肯定有很大收获， 同时， 在
心态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通过遇
到压力， 解决压力的过程， 磨练
了人的职业心态。

“如今 ， 经历了这个过程
后， 在面对工作上的困难、 跟客
户沟通、 解决投诉、 管理团队问
题的时候， 心态上更加成熟， 解
决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了。” 汪
作为认真地说。

汪作为还说， 通过备战， 民
生银行北京分行分布在各个网点

的21名选手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在备战过程中， 互相鼓励， 互相
帮助， 让他们从陌生人成为了好
朋友。

“我要感谢中国金融工会北
京工作委员会， 给我们提供了这
个展示、 交流的平台。 我还要感
谢我们民生银行的团队， 上台的
是我， 但在集训和备战过程中，
很多老师给予我们帮助和指导，
他们付出的不比我们少。” 汪作
为诚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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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从妙峰山镇炭厂村到东沟的
山里，一共4公里，门头沟这家人
来回走了30多年， 种下30多万棵
大树，把荒山一点点变绿。第一代
因年岁增长退下后， 第二代成为
主力军， 带领第三代继续守护这
片林地， 这就是2016年全国文明
家庭、首都最美家庭王静一家。

为植树在山里一住
就是半年

王静一家与树林的缘分， 萌
发于她的公公李德普的一个决
定。 那是1984年， 国家发出 “防
尘固沙，还北京一片蓝天”号召，
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德普当时从矿
区岗位上病退在家， 听说此事后
马上响应号召， 与政府签订了50
年的承包合同， 承包了自家附近
1300多亩荒山，开始植树造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从他家到
承包的荒山还没有修公路， 在植
树造林初期， 为了不耽误干活，
李德普就和老伴住到山里， 一住
就是半年。 那里有一间小屋， 设
施简陋， 没水没电， 粮食和水全
要靠两人从山下挑上来， 晚上只
能用煤油灯。 粮食吃完了， 他们
就徒步回一趟家去拿， 一般一星
期来回一次， 儿女也会送一些食
物和修剪树木的工具。 寂寞了，
他们就听一听收音机， 这是两人
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 也是独
有的娱乐工具。

经济压力大却从来
没想过放弃

造林的树苗由国家提供， 但
挖坑的钱需要承包人出。 这么大
的一片山林， 李德普和老伴忙不
过来， 需要雇人帮着挖坑。 他的
病退工资不高， 当时每月只有80

多元， 雇人的钱有时拿不出来，
经济压力很大。 尤其是到了年关
该结账的时候， 没钱给人家， 他
只能卖掉家里的牛羊， 甚至是值
钱一点的物品。

李家有6个孩子，因为家境困
难， 大女儿上到小学三年级就没
钱继续读书， 小儿子初中毕业后
外出打工。 儿女结婚家里都拿不
出什么钱，老两口至今没有积蓄。
小儿媳妇王静2005年第一次来婆
家时， 吃惊地看到李家的窗户是
纸糊的，穷得让她不可思议。

很多人不理解李德普对造林
的执着， 面对各种冷言冷语， 他
也有精神负担， 却从来没有想过
放弃。 逃过荒、 要过饭， 他什么
苦都吃过， 倔强地宛如一棵白杨

树， 只要是他认为对的事， 就绝
对不会退缩。 他因此多次受到门
头沟区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嘉
奖， 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过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接见。

年老体弱舍不得离
开那片山林

今年已是84岁高龄的李德普
因患脑病失去与外界交流的能
力，即使这样，他依然不愿离开炭
厂村，到平原与儿女一起住。家人
给他请了住家保姆照顾， 二儿子
李继齐和他住在同村，方便照看。
家人说， 老人一天看不到这片林
子就睡不着觉， 这片山林就像他
的孩子一样，长在了他的心里。

上周二， 记者来到炭厂村看
望李德普老人。 老人坐在卧室的
炕上， 一直扭脸望着窗外蓝天下
一片树尖， 喃喃地反复说着一个
词 “着急”， 直到儿子不停地安
慰， 他才慢慢放松下来， 重新陷
入安静。 亲友告诉记者， 老人上
了年纪， 总爱回忆过去， 说这个
词是因为经常记起当年植树的难
处。 看着老人如今的沧桑表情，
想到他这些年的不易， 王静的眼
泪突然大颗大颗流下来， 一时哽
咽地说不出话。

李家第二代成为造
林新主力

在父亲的感染下， 儿女们对
荒山也有了深厚感情， 跟随父母
的脚步上山， 每年春天全家人都
会齐聚在山上种树修树。 在老两
口因年迈无法再干活后， 造林护
林的任务就落在了李家第二代人
身上， 无论严寒酷暑， 他们坚持
每周上山巡视， 修剪树木、 拔除
杂草。

逢年过节全家团聚， 十几口
人也会约着一起上山， 早上五六
点钟带着干粮出发， 下午四五点
才返回。 干上一天的活， 出上一
身的汗， 这就是李家独特的一项
聚会方式， 绿色成为了他们的一
种习惯。

王静是人大附小京西分校的
数学教师， 在家里， 她陪同丈夫
李继高一起上山， 栽树修枝， 割
断荆棘、 清理杂草； 在学校， 她
把植树维护的心得告诉学生们，
给他们讲种树技巧， “浇水后要
等上十来分钟， 等水洇开后才能
把树苗放进去……” 学生们好奇
地询问 ， “老师 ， 你怎么知道
的， 是从书上看到的吗？” “老
师自己植过树呀。” 她的女儿李

思缘今年上三年级， 作为家里最
小的第三代， 她从小就学着爱护
树木， 多次跟着父母上山巡视。

绿色环保成为小家
的生活习惯

如今， “坚持绿色行为， 传
承绿色精神” 早已内化为王静一
家的家训， 绿色环保成为全家人
的生活习惯， 把一些生活废品巧
手翻新， 变废为宝， “垃圾” 变
成特色创意作品。 比如， 家里来
人喝水用过的一次性纸杯， 他们
会收集起来， 制作成一串串小灯
笼， 用来装饰小家； 喝剩下的酸
奶盒清理干净， 由女儿在上面画
上各种图案， 有的制成百合花，
有的制成青花瓷 ； 鸡蛋皮不扔
掉， 而是粘贴成一幅幅画作……
平时出门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
不随便踩踏草坪， 每周少开一天
车……点滴小事全家人都是习惯
而为 ， 把环保意识体现在行动
中， 体现在日常生活里。

市妇联今年牵头开展了2016
寻找 “首都最美家庭” 活动， 弘
扬良好家风 ， 王静一家光荣入
选。 事迹层层上报， 她家不仅获
得 “首都最美家庭” 称号， 还被
评为 “全国文明家庭”， 这些赞
誉是对他们一家人的肯定。

30多年以来， 荒山栽种下侧
柏、 油松、 杨树、 柳树、 榆树、
槐树等10多个品种， 在李家人精
心的种植和维护下， 共计成活30
多万棵大树， 为阻挡沙尘， 保护
门头沟乃至附近城区的环境起到
重要作用 。 虽然这些都是绿化
林， 无法用树换来经济效益， 但
李家人始终没有停住造林护林的
脚步 ， 他们已习惯承担这份责
任， 守护京西这一片郁郁葱葱，
义无反顾。

三代人接力 30年植树30多万棵
———记2016年全国文明家庭、首都最美家庭王静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