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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高扬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用自律标注青春的尺码
密云区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俞海涛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赛场指挥扛病痛 涅槃归来再辉煌
北京信息管理学校体育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跳起来， 再高一些！” “脚绷直
了！” ……上周四中午12点， 北京信息
管理学校的舞蹈训练室里， 2010年北
京市先进工作者俞海涛带着十几个女
生正在练操。 她留心着学生的每个动
作， 不时亲身示范， 或是走到学生中
间纠正动作要领。 因为练得投入， 她
的脸上红扑扑的， 额头泛着细汗， 活
力四射的样子， 一点都看不出来她曾
经身患癌症， 并做过一年多的化疗。

今年37岁的俞海涛， 2007年毕业
于北京师范大学， 进入北京信息管理
学校蓟门校区 （合并前叫海淀艺术职
业学校 ） 教书 。 作为一名体育老师 ，
她不仅承担了体操教学课程， 还一度
担任班主任， 操持着班里大大小小的
事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她由海
淀区教育工会选派， 挑起奥运赛场看
台啦啦队指挥员的担子。 她投入紧张
的赛前培训中， 身为班主任， 每周又
有14节体操专业课程， 大工作量让她
经常顾不上休息和吃午饭， 体力迅速
下降。 察觉身体不舒服， 她却一声不
吭， 坚持工作， 没有及时做任何检查。

8月进入 “奥运时间”。 赛场对看
台啦啦队指挥员的集合要求非常严格，

八九点钟的比赛， 指挥员6点钟就要集
合完毕。 为此她每天凌晨4点天还没亮
就走出家门， 赶头班车前往奥运场馆。

她负责指挥的啦啦队场次有10场。
与赛场联系人沟通， 带领队员练习展
示， 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就连中
场休息都不能有丝毫放松， 更不能离
开固定位置， 午餐经常随着比赛节奏
而推迟。 由于比赛场次的安排， 有时
候她不得不连轴转， 晚上回到家没睡
上3个小时就又要爬起来， 迎接新一天
的任务。

奥运会期间 ， 她多次腹痛难忍 ，
到了后半程， 她的腹部疼痛间隔时间
越来越短， 身体急剧消瘦。 想到任务
在身， 看台离不开指挥员， 她咬牙忍
痛， 实在疼极了就蹲在地上， 身上一
阵阵冒冷汗， 等疼痛过去再继续指挥。
直到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圆满完成任
务后， 她才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2008年9月， 她被确认患上癌症，
马上动手术， 术后开始一年多的化疗
生涯。 在学校领导、 同事、 亲友的鼓
励下， 她坚强地面对呕吐、 抽搐、 高
烧等一切不适， 最终病愈出院， 连医
生都夸她毅力可嘉。

2010年， 没有休息多长时间， 俞

海涛就重返学校， 回到岗位上。 单位
领导照顾她， 排课时会空出她去医院
复查的时间， 她也尽量干好每一个活
儿， 回报大家的关照。 因为在奥运会
期间的突出表现， 她被授予 “北京市
先进工作者” 称号。

这两年 ， 她的周课时涨到11节 ，
其中要带体育社团和校啦啦操队， 意
味着要多操一份心。 她二话不说， 认
真完成任务。

女生小欧资质不错， 却因为从小
体育成绩不佳而自卑 ， 人比较内向 。
她注意到这点后， 邀请小欧加入课外
小组训练 ， 并重点关注小欧的状态 。
在小欧彷徨、 退缩之时， 她及时与其
谈心 ， 还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对方听 ，
站在小欧的角度为其分析。 在她的鼓
励和小组同学的带动下， 小欧越来越

自信， 后来与队友一起获得海淀区大
众健美操四级比赛一等奖。

她还积极收集各种社会体操赛事
的消息， 一有机会就为学生报名， 尽
力给他们创造展示平台 。 每次参赛 ，
她都要创编比赛动作， 一套下来至少
编排20多种队形。 她带领学生先后获
得2012年北京市阳光体育街舞比赛一
等奖、 2017年北京市啦啦操锦标赛高
中组第一名等多项荣誉。 她个人也加
强业务素养的提高， 在完成相关培训
和考试后， 拿到了啦啦操舞蹈国际级
裁判、 技巧国家级裁判证书。

“立志当高远， 立志须躬行”。 俞
海涛说， 当下正是青年最好奋斗的时
节， 应该为了人生目标而努力， 通过
奋斗去实现人生价值， 这才能体现青
春的含义。

初识， 记者在密云区地方税务局
纳税服务科见到了这位80后 “劳模 ”
———刘高扬 ， 脸庞上显露出的干练 ，
是她17年坚守税务一线工作留下的印
记。 而通过采访， 记者发现， 刘高扬
干净制服下包裹着一颗严谨自律的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态
度， 我应该算是自律的那种。” 刘高扬
那股力求做得更好的工作干劲儿， 始
终贯穿在她17年的职场生活中， 不管
是与纳税人面对面的窗口服务， 还是
回到科室， 做行政工作， 做业务工作。

2001年， 刚刚毕业的刘高扬来到
密云区地方税务局工作， 她还清晰的
记得第一天上岗报到时的场景， “一
辆小巴车上拉着7名新来的大学生， 分
别要到不同乡镇的地方税务所报到 ，
一路行驶几十公里 ， 别人都下车了 ，
我留到了最后。” 刘高扬说， 她第一个
工作岗位是在密云区不老屯镇税务所，
后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水库税务所。 两
个税务所都地处山区， 工作环境差不
说， 生活上也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再多的困难都能被克服，我们还
是要努力把工作做好。 ”刘高扬告诉记
者， 在山区税务所工作期间， 为了避
免纳税人等待， 她坚持在申报期提前
上岗， 并且提供延时服务、 预约服务，
她常说： “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

我晚下会儿班算不了什么！”
5年山区税务所的工作经验， 让刘

高扬体会到了和谐共进的工作集体 ，
也让她的服务意识在心底扎根。 2006
年， 刘高扬从水库税务所调到了全局
的窗口单位———办税服务厅， 担任副
所长。 这是一个与纳税人打交道最多
的部门， 负责辖区62000余户企业的涉
税事项办理， 在不足300平米的办税厅
内设有工作机位12个， 每天的业务量
有多大可想而知。

工作日， 刘高扬都会准时出现在
涉税咨询台前， 一遍又一遍的解答涉
税政策， 在自助办税区内， 一次又一
次辅导纳税人网上申报操作。 遇到加
班， 她总是顶在工作的最前线 “最难
的， 还是与因误会而生气的纳税人沟
通， 不仅仅要态度平和， 更要有理有
据地解释和化解矛盾。” 刘高扬说， 在
办税服务大厅工作的12年时间， 她和
干部们完全在无死角监控镜头的监督
下， 凭着踏实勤恳的工作作风， 细致
周到的服务质量， 扎实过硬的业务能
力， 把优质的服务送给每一位纳税人，
把基层公务员的文明形象树在了群众
的心中。

“那12年的时间里， 我几乎每天
都是大厅最早一个到， 最晚一个走的
人 。 因为我相信 ， 只有我做得够好 ，

才能影响和管理好自己的团队。” 刘高
扬告诉记者， 不管是业务学习， 还是
岗位工作， 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而在创新管理形式， 凝聚团队力
量方面， 刘高扬在所内提出 “学习是
我们每日必修课”， 除每周税务所的所
务会时间学习税收法规政策外， 他们
利用午休时间开设税务所 “午间文化
课堂”， 刘高扬鼓励干部参加各类职称
考试， 探讨学习难点， 交流学习经验。
税务所还开办 “业务能手小讲堂”， 开
设所内 “悦读空间” 等形式多样的培
训学习活动， 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 在金税
三期系统上线前夕 ， 窗口工作剧增 ，
那段时间持续加班。 一天下班后， 我
在单位附近遛弯， 发现会议室的灯还
亮着， 以为是干部忘了关闭电源， 走
进会议室一看， 是两个年轻干部在灯
下学习。” 刘高扬说， “正能量是可以

传递的， 我们的集体一样。”
去年起， 因为工作需要， 刘高扬

的岗位从办税服务大厅调整到纳税服
务科， 回到科室后， 她并没有让自己
的工作状态有所懈怠， 依然保持着较
高的工作热情。 “我很庆幸， 一直以
来都坚守做自己的原则。 即便工作岗
位有所调整， 工作职位有所变化， 但
我可以一直坚持做不变的自己。” 刘高
扬告诉记者， 为了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的工作要求， 纳税服务科的工作量也
大幅增加 ， “五一 ” 前的两周时间 ，
刘高扬和科里的同事们都没有休息过。

有干劲儿地活跃在工作岗位上，刘
高扬乐在其中。 如今的刘高扬依旧会
每天早早地走上工作岗位，认真对待每
一份工作， 严于律己， 真心待人。 她
告诫那些刚刚走进职场的新人们：“让
自己的工作精彩地忙碌起来吧，这样才
无悔留下的汗水，无悔飞扬的青春。”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36岁

3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