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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继：
从炉前工到保安队长

1998年， 李红继从北京钢铁
学校毕业， 来到首钢炼铁厂5号
高炉工作。 服完兵役后， 复员回
到首钢的李红继依然选择了炉前
工的岗位， 并在2001年春节前成
为了3号高炉炉前班的班组一员，
一干就是十年。 据李红继回忆，
那时国内外钢材需求旺盛， 2004
年5月开始， 首钢职工收入逐月
飙升 ， 每月奖金从 2000元钱开
始 ， 一直增长到将近 6000元 。
2010年底 ， 3号高炉正式停产 ，
没了机械的运转声， 没了工人的
号子声、 呼喊声， 过去冬天在车
间里只需要穿汗衫， 现在都要穿
着羽绒服， 这样的落差撞击着每
一位当时来上班的工人。 除了停
产前为职工们做思想工作外，公
司也在为工人们积极寻找出路。
一来可以支援迁安、秦皇岛、曹妃
甸的外地生产， 二来可以买断工
龄、半退休，还可以留在原车间值
守，看护好机器设备。对高炉有深
厚感情的李红继选择了留守。

2015年6月 ， 首钢总公司下
达了关于留守职工转型文件， 有
过军人经历的李红继也积极响
应， 成为了西十筒仓30名保安的
队长。首钢请来专业保安公司，为
李红继等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
专业培训， 又针对着装、 精神面
貌、 待人接物等专业安保知识进
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 光
是着装， 在一开始就难倒了这群
新保安。 李红继说：“当时发的首
套制服是一套冬装，里边是衬衫，
外边是冬常服，要求打领带，一个
老大哥跟我说， 结婚时都不会打
领带。我们很多人上网按照步骤，
打了无数回才像点样子。 ”

按照首钢总体部署， 首钢炼
铁厂3号高炉将成为参观基地 。
李红继和同事除了从事保安工作
外 ， 还要参与接待 、 讲解等任
务 。 公司为他们安排了接待培
训， 他们也在公司的帮助下参与
找资料、 了解相关历史、 制造现
场硬件、 展板、 介绍资料等。 同
时， 李红继和同事们开展了团队
建设、 制度建设、 流程建设， 并
开放了参观服务， 这几年前前后
后接待了六七万人。 针对参观人
群的多样性， 他们还根据年龄、
职业等方面制定了不同的接待办
法和注意事项。

李红继认为， 从生产型职工
转型成为服务型职工， 不光要克
服心理障碍， 还要形成一种职业
思维。 “以前是拿铁锹的， 现在
拿起了对讲机， 戴上手套， 就要
给别人敬礼， 为别人指引方向，
甚至要主动帮客户、 业主提拿东
西， 为别人带路。 更重要的， 是
不论对方如何牢骚与不满， 都要
保持礼貌与平和的心态。”

刘博强：
从轧钢工到制冰、 扫冰工

1996年9月 ， 学习焊接专业
的刘博强从技校毕业， 来到首钢
出轧厂， 成为了一名轧钢工。 5
年多后， 首钢在轧钢工艺上实现
全连铸， 出轧厂的轧钢工艺被淘
汰。 2000年底， 首钢出台了买断
工龄的分流政策， 选择留在首钢
的刘博强在出轧厂停产后来到首
钢第二炼钢厂， 在维检中心负责
焊工工作 。 2010年 ， 二炼钢停
产， 刘博强意识到， 以后产业转
型升级、 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会
越来越快。 2013年7月 ， 首钢成
立园区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刘博
强来到了空调班 ， 负责首钢厂

区、 办公区空调的安装、 维修、
检修等工作。 在随后的四年里，
刘博强在工作中逐渐熟悉了空调
制冷系统。

2017年3月 ， 首钢园区综合
服务有限公司将职工自愿参加制
冰工作培训的通知下发到各班
组。 报名后的刘博强不久接到了
7月份去首都体育馆实习的通知。
到了首都体育馆， 听了培训的简
单介绍， 刘博强才明白， 首钢要
建的冰场是为了服务2022年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他要学习的
内容是制冰、 扫冰等维护冰场的
相关工作 。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 刘博强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十
足的新鲜感， 他直言： “这是我
参加工作以来头一次想要主动学
技能， 经过老师们的讲解， 我觉
得这项工作挑战性更高， 更能与
时代接轨， 并且未来还有可能服
务于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
这让我有了十足的动力和热情。”
刘博强在首都体育馆培训了三个
月的时间， 由于对制冷系统十分
熟悉， 加上自身的努力学习， 当
首钢的冰场投入使用时， 上手最
快的刘博强在花滑馆、 速滑馆负
责参与驾驶制冰车平整冰面维护
冰场的工作时表现优异， 一个月
后便被安排到维护难度更高的冰
壶场馆学习。

虽然想在制冰工作上有所作
为， 但刘博强开始只能从事扫雪
推边等一些打下手的工作， 并没
有上冰的机会 ， 这让他十分着
急。 后来， 他借来打点壶， 在晚
上8点到10点， 背着来到场馆外
的马路上， 把非机动车道和机动
车道的分界线当成是赛道的中
线， 开始进行洒水的练习。 两三
个星期后， 刘博强得到了专业人
士认可， 终于 “上冰”。 “作为
一名首钢的转型职工， 我从热火
朝天的车间来到散发冷气的冰
面， 这种激动我自己无法形容。
首钢的转型升级， 让职工有了新
职业、 新机遇， 在首钢打造城市
复兴新地标的同时， 我作为首钢
职工也从生产岗位转型成为服务
岗位， 并从中学习了新的技能。”
刘博强说， 他的梦想是学好和冰
壶相关的维护工作， 能够为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贡献自己的
力量， 并争取在未来成为一名制
冰师。

首钢：
个性化服务职工转型

2010年首钢北京地区停产 ，
涉及6万多名职工， 为此， 首钢
启动 “六对六清” 工作， 摸清每
名职工的工作状况、 家庭状况、
生活状况、 意愿等， 并有针对性
地开辟了12个职工安置渠道。 12
个渠道里， 大多根据职工的自身
情况自愿做出选择， 据了解， 接
近2万名职工是通过创业渠道来
进行安置的。 针对老体系中新引
进的人才， 首钢还专门出台了一
个职业经理人办法 ， 通过市场
化、 社会化形式重构首钢人才结
构， 用市场化理念方法来管理引
进的职业经理人。

企业转型后， 职工们开始为
陌生人提供服务， 脸面上有些抹
不开。 为此， 首钢各部门组织员
工进行职业资格培训 、 树立典
型、 设立奖励机制， 并且创造性
地探索了转型安置新模式———整
建制输出， 即将整个作业区的员
工， 整建制进行转型安置。 曾任
北京厂区运输管理处运转作业区
作业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高俊朴，
便带领83人一起转岗到篮管中心
进行服务。

高俊朴表示， 转型初期， 职
工可能不具备单打独斗的能力，
如果整建制地走 ， 领导是老领
导， 班长是老班长， 职工也都互
相熟悉， 到了新环境， 就能互相
帮助、 互相照应。 针对有些职工
拉不下脸干服务的心态， 高俊朴
特意在上下班的时候，拿起笤帚、
簸箕站在最显眼的位置进行清
扫，后来，职工们看他弯下身子亲
自服务，也都没了心理顾虑，都起
了干劲。篮管中心场地大，缺乏大
型保洁设备， 除上网查资料研究
保洁办法外， 高俊朴还带人到医
院、 写字楼， 偷学技术和管理办
法，再结合篮管中心的自身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

在首钢停产后， 园区里面正
常运行的风水电气设备等基础设

施和一些安保仍需正常运行， 北
京园区8.63平方公里停下来的资
产大约还需要9000多人看护和维
护。 首钢园区管理部成立后， 帮
助很多职工在环境公司、 体育公
司、 园区服务公司等单位实现了
内部转岗。 一些职工开始在环境
公司所属的垃圾处理生物质能源
项目、 建筑垃圾处理项目工作，
一些则进入园区服务公司， 投身
入驻的冬奥组委地区的安保、 保
洁工作岗位， 一些则在体育公司
的篮管中心维护体育设施、 运动
员宿舍。

为了能够让转型职工尽快适
应自己的工作， 园区服务公司开
展了一系列职业资格培训， 并根
据具体岗位 ， 进行服务礼仪培
训， 制定特殊规范。 据当时首钢
园区服务公司党委书记戴利介
绍， 招聘职工时， 一些职工有顾
虑， 觉得干服务低人一等， 对转
型有恐惧心理， 很多人不愿意报
名参加。 为此， 戴利带领公司上
下组织职工开办了17个培训班，
并树立很多典型， 让大家心里有
标杆， 眼前有榜样。 他让家里困
难、 父亲半身不遂、 丈夫出了车
祸， 但仍然克服困难的员工杜丽
娟每期为大伙讲创业过程。 很多
炼钢工人开始做保洁躲躲闪闪，
被树了典型后就敢于直接面对大
家。 公司每季度还组织评比， 对
表现突出的职工披红戴花， 介绍
经验， 还把家属请到这儿来， 给
家属鼓励。

园区服务公司还创新了培训
模式， 将培训部改名职工骨干培
训班、 服务先锋队， 目前， 所有
的员工必须要先经过培训， 到培
训班取证后才能上岗。 上岗一段
时候后还要进行考核， 不合格还
要回培训班进行培训。

李红继表示， 首钢在转型发
展的同时，针对职工的需求，为职
工们提供了转型必要的政策与服
务， 这极大地减轻了职工自我转
型过程中的负担与压力， 解决了
很多实际困难， 能够让企业与职
工的转型保持同步。 然而更重要
的是，职工转型需要先转“心”，在
自己的新岗位上建立自信， 积极
主动地在这场变革中逐浪前行。

首首钢钢工工人人们们有有了了新新职职业业
从从产产业业工工人人到到服服务务冬冬奥奥

11月23日晚8时，一款新型奔驰轿车中国上市盛典在首钢园的３号高炉开幕。 发布会现场，汽车以环绕高炉内
二层一周的独特方式登场，配以现场炫酷的视觉特效和动感新潮的音乐，使工业遗迹与时尚文化、潮流体育、尖端
科技等完美融合。

作为首钢近百年的炼铁发展史中的“功勋高炉”，３号高炉位于首钢西十冬奥广场南侧，是首钢老厂区冶炼体
系中最典型的一条生产线，更是北京乃至全国近现代工业发展的缩影。如今，首钢正在打造城市综合服务商、服务
冬奥的道路上加快产业转型发展，首钢职工也在企业的帮助和引导下，从生产型工人向服务型工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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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强在测冰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