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报道】

□本报记者 赵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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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熊松涛是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 非物

质文化遗产景泰蓝传承人。 十余年来， 熊
松涛屡获殊荣。 曾多次在百花杯全国工艺
美术大师展上荣获金奖 ,在神九和神十的
航天表上首次采用的珐琅工艺， 成为传统
手工艺飞向外太空的首创之举。 熊松涛设
计创作的珐琅收藏艺术品吉祥八宝孔雀
瓶， 万寿无疆珐琅碗， 鸿雁七宝瓶， 凤羽
纳福瓶， 云龙纹笔洗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内
工艺美术行业颁发的金奖。

自2006年起， 熊氏珐琅设计及出品的
表盘作品已被若干国际及国内知名钟表品
牌所采用， 时至今日， 已有更多的品牌趋
之若鹜。 从2008年开始， 熊氏珐琅致力于
将皇家御用珐琅器物复兴， 并赋予它们当
代艺术价值， 成为独特的创新作品， 填补
了收藏界的一项空白。

在设计上， 熊氏珐琅从不墨守陈规。
熊松涛一直尝试将不同的艺术风格融入珐
琅作品的创作中 ,如把中国传统的水墨 、
写意、 工笔以及欧洲的油画等各种风格融
入到珐琅创作当中 ,使其创作的珐琅作品
有全新的审美效果， 既有传统工艺的古朴
又有新时代的特征。

代表感言
我代表这个行业也是头一次参加工会

代表大会，心情十分激动。这说明国家在尊
重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同时，
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技艺的传承保持着关
注。 “喜欢这行，一辈子就干这行”，这就是
工匠精神的体现。做一样东西，时间长了才
能出成绩，出精品。 如果每个行业都这样，
那工匠精神将蔚然成风。 我也希望我在业
务上的钻研和努力能为工人阶级做出应有
的贡献。

熊松涛： 喜欢这行就要干一辈子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李萌： 城市离不开环卫工

人物简介
李萌， 女， 汉族， 大专文化， 1989年

8月出生 ， 200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2011年2月参加环卫工作至今， 现任东城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十所 “三八女子抽粪
班” 副班长。 她甘于奉献， 努力工作， 任
副班长后， 更是率先垂范， 任劳任怨， 体
现了新时期时传祥精神的传承， 2012年被
评为 “北京榜样”， 2017年6月作为东城区
党代表参加了东城区第十二次党代会， 同
年10月作为全国党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感言
作为一名环卫职工， 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 传承和践行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
净’ 的时传祥精神， 接好老前辈的班， 没
什么比这更好。

喜迎中国工会十七大
代 表 风 采

坚持文化传承， 却不墨守成规， 这是
“熊式珐琅 ” 的张弛有度 ； 制胎 、 制形 、
掐丝、 上釉、 成型， 每一步所带来的文化
归属， 都凝结着熊松涛的点滴真情。 在异
彩纷呈的珐琅王国里 ， 他的鹦鹉活灵活
现， 他的花团似香气在肩， 他的珐琅表也
将中华传统技艺带到了天外天。

熊松涛出生在一个珐琅世家 。 小学
时， 当读到课本上一篇叶圣陶所著的 《景
泰蓝的制作 》 时 ， 熊松涛十分骄傲与自
豪。 “掐丝、 上釉等专业用语我全都懂，
老师提的问题我也都能回答上来。” 在珐
琅世家耳濡目染的影响下 ， 景泰蓝的工
艺、 乃至其所映射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传
统技艺， 成为了熊松涛的图腾和信仰。

从接手北京通县镇靛庄花丝厂起， 熊
松涛便和 “珐琅” 二字形影不离， 工艺上
有什么要改进 、 突破 ， 设计上有什么概
念、 想法， 要尝试什么， 怎样借鉴……以
前不看时尚杂志的熊松涛， 发现有瑞士名
表的表盘使用珐琅工艺后， 便开始了持续
关注。 探索国外设计名表、 首饰、 家居的
新潮流、 新风格， 以及国外工艺美术的新
动向在结合珐琅上有什么可行之处， 也成
了他日常的功课。 他还常常请教央美的教
授， 从工艺美术的工艺、 设计、 方向、 风
格、 趋势各方向探讨珐琅的前世今生与未
来， 寻求灵感与借鉴。

“我一看， 我说， 我们家也是做珐琅
的， 到我这第三代， 我们应该也能做这个
珐琅表， 就想试一下。” 为了这块珐琅表，
熊松涛花了5年的时间认真学习制作手艺，
从最基础的选料、 制胎、 掐丝起， 每一个
环节他都学得毫不马虎， 有时候为了尝试
达到自己理想的水平， 试验的废料加起来
都已价值不菲。 制作这块珐琅表， 要在直
径仅3厘米左右的表盘上， 焊接只有0.04
毫米的金丝， 再在填入釉料后经过15次以

上反复烧制并保持图案的色泽和精度， 难
度可想而知。 2006年， 熊松涛终于成功做
出了第一块工艺水平极高的珐琅表盘 。
2007年， 熊松涛第一次参加巴塞尔表展，
把做好的珐琅表盘装在集邮册里带到了瑞
士。 当他在独立制表人展区向外国人展示
时， 却被怀疑中国人做不出表面如此光洁
的珐琅， 认为是用树脂漆画上去的。 珐琅
表盘制作几十枚才成功一枚， 每一枚都价
值不菲， 熊松涛当场掰断了一枚表盘， 受
到震惊的瑞士人在用放大镜仔细确认是顶
级珐琅后， 双方开展合作至今。 现在， 每
年巴塞尔表展上都有数个品牌使用熊氏珐
琅的表盘， 其中不乏瑞士顶级品牌。

直到现在， 已经成为企业总舵手的熊
松涛， 在统抓营销、 设计、 品牌、 制作、
渠道全面工作的同时， 仍然坚持自己亲自
设计、 制作， 与工艺师一起研究技术， 开
发新项目。 熊松涛认为， 好的设计是作品
的灵魂。 从图稿设计到修改到审定， 一般
会在二至三个月， 有时还会历经半年， 中
间会经历很多次的修改 ， 咨询专家 ， 论
证， 查询资料， 再审核的过程。 有些重要
定制品或者新开发的产品， 熊松涛一定会
采取先做样品试片， 在试片中工艺成功、
呈现的效果满意的， 才会按定量制作。 传
统上 ， 景泰蓝工艺大约有 30多个步骤 ，
‘熊氏珐琅’ 在改良创新之后， 一共是53
步 。 熊松涛说 ： “传统的珐琅一般是铜
胎， 也有金、 银胎的， 但很少， 我们现在
所设计制作的珐琅作品使用的胎底都是银
胎。 釉料的颜色上 ， 过去景泰蓝是180-
200多种颜色， 我们现在已经增加到600多
种颜色 。 而且新的颜色都是青金 、 和田
玉、 玛瑙、 绿松石这种宝石类的颜料， 研
碎之后与钾钠长石进行融合而形成的颜
色 ， 所以玉质感和晶莹程度都高很多 。”
此外， 熊松涛作品上面的细密纹理， 很难
让人想象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每一笔是
一刀， 一个瓶子要刻一个多月， 但换回来
的是瓶子的质感十足。 据了解， 这也是目
前国内独家拥有的创新珐琅技术。

“我认为 ‘熊氏珐琅’ 所传承的并非
仅仅是一个家族企业的文化与技艺， 而是
民族的传统文化。” 熊松涛说， “一个人
真的想要成为工匠， 去传承他所从事的技
艺， 就要有一种忘我的情怀， 用时间去见
证真情。”

每天早七点就从单位出发， 开始一天
的工作。 李萌在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
务中心十所 “三八女子抽粪班” 工作， 从
普通的一线职工， 到 “三八女子抽粪班”
副班长； 从二十出头的萌妹子， 成为孩子
的母亲。 她不仅坚持着一线工作， 还肩负
起宣传讲解时传祥精神的责任， 成为一名
真正的环卫人。

刚到 “三八女子抽粪班” 时， 李萌如
她的名字一样， 还是个萌妹子。 被安排做
抽粪工作， 她从未有过排斥的想法， 而是
思考自己能不能胜任。

一个20多岁的北京姑娘， 365天无论
严寒酷暑， 每天与粪便打交道， 把净重二
三十斤的抽粪管子抱上、 抱下； 抱住抽满
粪六七十斤的管子来回晃动， 以便抽出粪
井里的杂物、 粪渣； 赶上粪管堵住了还得
用手把杂物抠出来， 这本身就要付出比常
人更多的劳动。

如今的李萌 ， 早已熟练掌握业务技
能， 并带动新人乐观工作。

在李萌负责的二十多座粪井中， 很多
都散布在纵横交错的狭窄胡同中， 有的胡
同抽粪车进不去， 就要抱着粪管子徒步走
到粪井边。 有时碰到有私家车压住粪井，
还要四处找人帮忙挪车。 为了弄清粪井溢
满规律 ， 每天干完活 ， 她就主动骑车巡
查， 她常说： “干上这行， 咱就得用心干
好。” 如今， 她管辖的粪井的辖区内的居
民几乎都认得她 ， 很多大爷大妈把她当
“闺女”、 当 “孙女” 看待， 压车了会有人
主动帮她找车主， 酷暑下有爷爷奶奶会主
动端水给她喝； 有次突降大雨， 李萌淋着
雨干活， 一位老奶奶还主动为她打伞， 自
己都淋湿了。

现在， 李萌与胡同里的街坊邻居都成
了 “熟人 ” ， 为了保证正常抽运作业 ，
她还和居民们达成了一个约定： 每周三上
午干活， 居民们帮忙把车辆、 杂物清走，
这一约定就是好几年， 而李萌从来没有爽
约过。 为了不出现粪井满溢现象， 每天干
完活 ， 她就主动骑车巡查 ， 保证 作业
质量。 她还和同事们一起利用休息时间清
理辖区无主渣土、 帮助居民修台阶等义务
劳动。

用心工作还表现在一些小细节上 。
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 每天早上， 李萌
都会提前 来 到 南 门 工 作 站 ， 将 更 衣 室
打扫干净 ， 为大家打好热水 。 她还热
情帮助新职工 、 老职工完成抽运工作 ，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 她积极配合班长
工 作 ， 经 常 和 班 里 的 姐 妹 们 进行沟通
谈心，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遇到那个姐妹谁家有事， 李萌第一时间帮
助替班。

在同事眼中， 李萌不断地进步成长，
源自于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勤奋好学，

乐于钻研业务技能。
“三八女子抽粪班” 李学玲创造性总

结的 “一百、 二互、 三勤、 四打破” 的工
作法 ， 李萌认真学习 ， 带动同事鼓足干
劲， 实干苦干、 努力干， 率先垂范， 任劳
任怨。

曾经， 李萌也因为遭遇到素质不高的
人异样的眼光而难过。

李萌说： “说实话， 在部队我什么活
都干过， 没觉得工作有什么贵贱之别， 可
是等到复员了真干了环卫， 周围人异样的
目光就让你觉得不好受。 但是， 其实我的
集体给了我很多乐观的影响。”

有一次， 李萌在干活， 有家长送孩子
上学， 看见了就指着她 “教育” 孩子说：
“你要不好好学习， 以后就干这个去。”

当时李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回来她
跟前辈们说起， 前辈们带她来到荣誉室，
重温前辈的光荣事迹。

李萌所在的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十所， 是曾经受到刘少奇主席亲切接见、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生前工作的单
位 ， 她所在的班组是全国知名的先进班
组， 多次荣膺全国、 市、 区等先进荣誉称
号， 并涌现多位全国劳模。 单位的领导，
全都在一线干过抽粪工作。

这样的环境 ， 让李萌的思想迅速平
静： “大家都很朴实， 我没有什么社会经
验， 在这个团体里， 大家一起努力， 前辈
把会的都教给你， 心里不爽有领导开导，
时刻提醒自己初心是什么。”

如今也做了母亲的李萌， 面对这些已
经十分坦荡， 她说： “我想对大家说， 请
别这样教育您的孩子 ， 工作没有高低贵
贱。 现在的环卫队伍中硕士、 博士大有人
在， 这个城市离不开环卫工。”

工作之余， 李萌还承担了一些社会责
任 ， 她作为基层代表应邀参加了中组部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 树立基层干部
良好形象” 的研讨会。 她还是党的十九大
代表， 十九大会议结束， 她刚一回到基层
就积极带头宣传十九大精神、 带头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 把大会精神原原本本地带
到工作岗位上， 用实际行动践行十九大精
神， 鼓足干劲， 实干苦干、 努力干， 在日
常工作中展示出新作为。 通过她的宣讲和
行动， 带动了周围的职工们和她一起学习
和践行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