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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梁乃康 文/摄

———记居仁堂京瓷高级技师李建强

历时13年 煤改电终让居民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记海淀区羊坊店街道西木楼社区主任卞海虹

很多人说社区工作不好干，
事务繁杂往往费力不讨好， 卞海
虹却一干就是好多年。 好多人说
社区工作没的干， 除了 “上传”
就是 “下达”， 卞海虹却对她的
岗位充满热情， 在她的社区干得
有声有色。

谁家有困难 ， 谁家需要帮
助， 卞海虹每天都会做盘算。 她
从小处着眼， 从细处入手， 扎扎
实实为群众完成每一件 “小事”，
勤勤恳恳建设一个温暖的大社
区。 她对来访群众耐心和善， 解
决问题从不过夜。

一头连着政府， 一头系着群
众 ， 作为社区 “两委 ” 的领头
人， 卞海虹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 把群众冷暖时刻挂在
心上， 立足老旧社区实际， 实实

在在为社区百姓排忧解难， 办成
了一件件广大居民看得见、 摸得
着的好事、 实事、 难事。

为改造老旧社区的取暖设
施 ， 她用了１３年 ， 多方协调沟
通， 终于解决了328户居民50多
年一直用煤炉取暖的现状和65户
平房居民 “煤改电” 等多项历史
遗留问题。

在西木楼社区内， 有7栋建
于1957年的砖木结构居民楼， 自
居民入住以来一直采用蜂窝煤取
暖， 已经有58年了。 “这里曾发
生过多起煤气中毒事件， 甚至付
出了生命代价， 既不安全也不环
保。” 卞海虹告诉记者， 她到社
区工作的第一年就发生了一家三
口煤气中毒事情。 那时， 她就下
定决心为居民解决冬季取暖的问

题， 让社区居民温暖安全过冬。
经过多方了解后得知， 社区

4家产权单位在转制转型中已成
为没人过问的遗留问题， 但解决
供暖已成为社区群众多年来信访
的热点。 卞海虹积极协调4家产
权单位 ， 与其建立联系沟通机
制 。 同时 ， 紧紧依靠上级党组
织， 一同与产权单位领导和相关
部门沟通。

另外， 卞海虹还利用自身区
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建议案， 并
通过市人大代表， 将西木楼暖气
改造建议上报市相关单位。 她积
极推动区发改委 、 区市政市容
委 、 燃 气 集 团 等 相 关 部 门 到
社区实地勘察调研5次， 现场召
开协调会7次， 终于搭上了城乡
结合部及农村暖气改造的 “顺风

车”， 该项目2014年作为海淀区
重点督办的项目。

两年半的时间里， 她奔走于
产权单位协调房产证明及楼房规
划图等事宜， 确保工程能够如期
实施 ， 并多次参加上级主管部
门、 设计单位和涉及的多部门的
各种会议， 她还发动社区党员、
社区居民代表做好政策的解释和
宣传， 积极协助燃气公司做好入
户调查、 线路布局、 管道走向，
同时， 她还积极协调解决了辖区
内两处平房65户居民的 “煤改
电” 问题。

去年6月20日施工进场顺利
开始， 社区居民也彻底告别用蜂
窝煤取暖的日子。 今年冬天， 辖
区居民终于安全、 温暖、 舒适地
度过了。

北京世纪金工投资有限公司
下属企业居仁堂京瓷有一位员
工， 领导和同事提起他个个会竖
起大拇指， “李师傅心灵手巧，
不怕苦不怕累 ， 爱钻研还特认
真， 年年都是公司的先进。” 他
就是2015年西城区劳动奖章获得
者、 居仁堂京瓷的高级技师———
李建强。 一位普通的烧窑技术工
人， 在平凡的岗位上凭借着毅力
与担当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

战胜自我接受挑战
半路接触京彩瓷文化

在成为居仁堂京瓷的烧窑技
师之前， 李建强一直在世纪金工
下属企业宏洋天平物业公司维修
部工作。 2009年， 因工作需要被
调到居仁堂京瓷接手京彩瓷的配
色与烧窑工作。

“当初在听到调动消息时，
感觉有点无所适从， 因为此前从
来没有接触过京彩瓷， 甚至还打
过退堂鼓。” 李建强回忆， 虽然
两个企业就在一幢楼里， 但他也
只是看到过那些画有五颜六色的
瓶瓶罐罐， 但并不了解非物质文
化遗产京彩瓷背后的技艺。

这两项工作对他来说是全新
的领域， 为难的他找到领导诉说
苦衷， 但当领导为他介绍京彩瓷
的兴衰发展历史及眼前所面临的
困境时， 他顿住了。

当时京彩瓷还没有被大多数
人所知， 2009年刚被列入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正面临着刚刚
从濒临倒闭的困境中缓解并起死
复生的关键阶段。 公司前一任烧
窑技师因身体状况不能继续工
作， 即使作品绘制出来， 但烧不
出就等于白费功夫。 面临京彩瓷
人员流失的困境， 加上对李建强
的多方考察后， 领导才决定把京
彩瓷的配色与烧制复杂的技术工
作交给他。

深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李
建强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
他决定： “只要工作需要， 再难
也要顶上 。 领导交给的任务要

么不干 ， 要干就干好。” 在几年
时间里， 李建强穿梭在京彩瓷车
间、 烧窑室、 配色室， 逐渐从一
个门外汉成长为一名技术娴熟的
专业技师。

任劳任怨努力修行
掌握烧窑配色关键技术

刚接触配色和烧窑工作时，
两眼一抹黑的李建强充满压力，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担心能力
和知识水平的不足会辜负大家的
信任 。 在不少领导同事的鼓励
下， 他逐渐消除了顾虑。

面对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京彩
瓷， 40多岁的李建强硬着头皮再
学习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儿。 为了
能让他尽快承担工作， 公司专门
从景德镇请来专业师傅指导， 并
派他到景德镇学习。 性格腼腆但
倔强的李建强开始跟着师傅一点
一滴学起来。

“30多种矿物质颜料令人眼
花缭乱， 各种配比、 成分加上温
度、 湿度等等因素都得明白， 最
头疼的就是在配色过程中要懂得
一些化学知识。 可没别的捷径，
只能自己想办法学习。” 他压下
心头的急躁， 听师傅讲， 不懂的

追着问， 并反复实践， 一点点把
知识、 要点记在心里。

夏季他把自己关在色釉室
里 ， 用小窑一窑一窑的实验配
色， 一块块涂色的小瓷片被他反
复从窑里放进拿出， 试了又试，
直到合格， 经常一关就一天。 他
几次探望生病的居仁堂前任师
傅， 还不忘带上瓷片去请教。 因
请来的景德镇师傅白天要忙别的
工作， 传授技艺只能放在晚上，
李建强每晚都要跟着师傅学习到
很晚。

如今， 李建强已能出色地完
成配色工作， 并且将居仁堂的主
打产品———粉彩瓷品中最重要的
玻璃白底色配置得炉火纯青。 而
在之前因调配出的玻璃白到夏
季会因高温使产品爆裂， 只能
不得已停止生产。 通过不断总结
积累与改进， 经李建强调制的玻
璃白不仅不会延误产品制作期而
且烧制出来后颜色鲜艳靓丽， 极
具浮雕感， 且不再有焗色的情况
出现。 他甚至也解决了之前经常
出现的烧制作品因粉彩起泡成为
残次品的问题。

“烧窑是个良心活， 有责任
心的人才能烧出好的作品， 京彩
瓷人的心血就在这窑中。” 回想
刚开始烧窑时， 李建强连几个按
钮都不知怎样用， 可后来为了掌
握好温度， 避免掉闸等情况， 他
不离开窑室半步， 一直盯着。 夏
季的窑室温度高达40多度， 他却
忍耐着高温不停地看火孔查看瓷
品烧制的程度， 精心守护其他同
事的辛勤劳动。 而其中的码窑，
即需要均匀码放各种形状瓷品，
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烧制结果，
李建强为此颇费了些功夫。 经过
几年的磨练后， 李建强对烧窑工
作驾轻就熟成为高级技师， 烧出
的瓷品色彩艳丽， 晶莹剔透， 给
人以美的享受。

心灵手巧细致热心
亲自动手做实用工具

在宏洋工作时， 李建强的心

灵手巧是出了名的， 经他手做出
的物件便捷实用， 还节省了不少
资金。 到了居仁堂后， 他默默地
做着分内分外的事， 把公司当做
第二个家。 他每天早上第一个来
到公司， 看看哪里需要维修， 提
醒年轻人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结
合实际动手做出不少实用又简便
的工具。

居仁堂销售精美的瓷品， 需
在包装盒中间加泡沫板来固定瓶
子， 可心细的李建强发现之前用
美工刀切割， 泡沫板会掉渣， 粗
糙的边缘还影响美观， 他便用废
弃的低压线圈加工出一个简单装
置， 用低压变压器加热电炉丝，
再用电炉丝对泡沫板进行切割，
切口平滑整齐， 还可多角度转动
灵活切割， 并解决了遍地飞泡沫
的问题。

李建强根据原来小窑的样
式， 利用旧的石棉和电炉丝等精
心制作出了一个稍大的电窑， 可
以烧制300件大件瓷品 。 遇到急
需百鹿尊、 九桃瓶等产品时， 再
也不用等着开启大窑， 直接用新
电窑就可以烧制瓷品， 不仅节省
能源和工时， 还保证了工期。

除了从本职工作出发， 李建
强还热心帮同事解决问题， 当他
发现同事绘制时工具不顺手， 还
用废弃的边角木料做成可悬挂瓷
品的小支架， 让同事绘制时更加
顺手方便。 知道居仁堂库房、 陶
艺体验室需要分层木架存放产品
和客户陶艺体验的作品而外购的
价格高时， 李建强就亲自设计、
购置材料， 白天忙完工作， 晚上
加班做出各种美观耐用的器材，
为公司节省近两万元。

从经历居仁堂京彩瓷的起
伏， 到如今京彩瓷这一非遗文化
的传承与发扬越来越好， 经历艰
难取得成绩的李建强年年被评为
公司先进工作者， 2015年， 他还
获得了 “西城区劳动奖章”。 站
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他更加热爱
自己的工作， 继续在居仁堂这片
土壤上默默地耕耘奉献， “只要
工作需要， 再难也要顶上。”

维修工半路出道 终成京彩瓷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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