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衣福成技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6年， 目前共有11人， 其中高
级技师5人 ， 技师2人 ， 包含设
计、 制作、 工程安装等全方位人
才。 领军人衣福成， 是北京市工
艺美术大师， 曾获 “北京老字号
优秀传承人” “百年技艺传承工
匠” 等荣誉称号。

衣福成带领工作室在继承传
统景泰蓝技艺的基础上， 不断探

索景泰蓝工艺新的应用领域， 在
景泰蓝与室内外建筑装饰工程、
钟表相结合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
献。 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北京地铁
14号线景泰站的景泰蓝装饰工
程、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
交流中心鹿鸣馆的景泰蓝装饰工
程、 2019年北京世园会外事活动
大厅室内景泰蓝装饰工程、 钓鱼
台国宾馆玉兰厅12幅景泰蓝挂片

工程、 故宫博物馆院乾隆花园符
望阁内檐装修珐琅镶嵌配件的修
复制作等。 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并多次受到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为传统工
艺的创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景泰蓝技艺非遗传承
人， 衣福成十分注重工作室的人
才培养， 在做好内部人才培训的
基础上， 积极引进外部人才。 发
挥工作室的团队优势， 带领艺徒
从易到难，逐步学会专业技能，进
行景泰蓝技艺多层次人才的培养
工作。 工作室每年积极参加各种
展览、展示活动，向顾客展示景泰
蓝传统工艺， 为景泰蓝文化的传
承起到了推动作用。 今年工作室
积极开发设计制作的刮痧板、笔、
钥匙扣、冰箱贴、保温杯、抱枕、胸
针、笔记本、手机壳等十余种文创
产品，深受各年龄层顾客的欢迎，
为公司带来了很大收益。

向凯劳模摄影工作室创建于
2017年。 领军人向凯， 作为 “85
后” 的北京市劳动模范 ， 他始
终 坚 持 “好 的 摄 影 作 品 不 仅
是 给 顾 客 一 张 好 的 照 片 ， 更
多 的 是 要 表 达 向 善 的 诉 求 和
美的永恒” 的理念， 把 “中国照
相 ” 品 牌 精 神 与 品 牌 文 化 的
传承视为己任。

向凯经常利用个人时间钻研
摄影技艺， 在不断的学习与积累
中， 将复杂的摄影技艺浓缩于摄
影棚中： 从布景、 设备、 用光、
道具， 到根据人物的不同年龄、
皮肤状态， 用服装、 造型、 姿势
让他们扬长避短， 从而使得照片
得到最优的表现。

在向凯的带领下， 工作室积

极开展创新， 在中国照相传统拍
摄中融入复古的造型和姿势， 推
出了既符合老字号企业拍摄风
格， 又符合时下顾客需求的复古
黑白儿童摄影， 让顾客对传统风
格有更好的体验。

工作室注重人才培养， 经常
利用工作闲暇召开点评会， 对拍
摄完成的作品进行分析交流， 推
广好的拍摄手法 ， 修正 拍 摄 中
存 在 的 不 足 ， 工 作 室 中 各 成
员 的 欣 赏 能 力 和 艺 术 修 养 都
得 到 了 显 著 的 提 高 。 工 作 室
成 员 还 积 极 参 加 全 国 、 全 市
各 类 摄 影 行 业 的 技 能 大 赛 ，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团队中
5人均为东城区高技能人才， 其
中3人还取得了技师职业资格 。
在这群年轻人的带动下， “中国
照相” 这个中华老字号企业， 焕
发出了崭新的生机与活力。

杨建业非遗传承与传播工作
室自2016年成立以来， 以展示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非遗文化
的 当 代 实 践 为 己 任 ， 用 切 合
社 会 需 求 、 大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和 内 容 ， 积 极 推 动 非 遗
项 目 和 传 承 人 的 宣 传 推 广 。
工 作 室 以 北 京 市 先 进 工 作 者
杨 建 业 为 领 军 人 ， 核 心 成 员

汇 集 了 东 城 区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社 会 文 化 机 构 管 理 人
员 和 文 化 工 作 者 ， 大 部 分 人
员 都 具 有 大 学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和高级职称 。 工作室在充分掌
握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现状的基础
上， 制定的非遗传承与传播工作
计划针对性强、 受众群广， 具有
创新意识和持续发展理念。

工作室率先在全国成立的第
一家非遗人才创新发展联盟、 第
一个非遗文化与北京2022年冬奥
会融合的展销推广活动， 以及我
国第一部全程由劳模参与策划和
制作的劳模题材大型原创话剧
《工匠的天空》 等， 在非遗传承
与传播工作中， 都起到了引领和
示范作用， 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工作室还组织非遗传承人参
加青海旅游节暨西北五省旅游营
销大会， 促成非遗联盟和青海省
文旅局非遗处签订合作协议， 推
动非遗项目在 “一带一路” 文化
线上的宣传推广。 在北京冬奥会
倒计时1000天之际， 工作室与红
桥市场联合开设 “非遗遇上冰
雪” 主题展销馆， 推介和销售非
遗传承人制作的与北京冬奥相结
合的非遗作品。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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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2019年区级劳模创新工作室评选揭晓

打造聚才育才的新基地

在 东 城 ， 有 这 样 一 个 平
台———区级劳模创新工作室 ，将
职工聚在一起研讨创新， 集思广
益，带动各种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同时， 还提高了团队的技术水平
和整体素质， 培养出了一批默默
奉献在基层的优秀职工， 可谓一
举两得。 11月中旬，2019年区级劳
模创新工作室评选揭晓了， 此次
共评选出劳模创新工作室5个。

据了解， 从7月份开始区总
工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区级
劳模创新工作室” 的评选。 邀请
了教育、 珐琅、 非遗、 摄影和餐

饮等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评选小
组， 通过材料评审、 专家打分和
实地考察的方式进行评选。

“今年是评选区级劳模创新
工作室第八个年头了， 劳模工作
室不仅树立了劳模形象， 发挥了
劳模传帮带的作用， 而且也成为
了培养爱岗敬业、 技术精湛职工
队伍的课堂。” 区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

从2012年至今， 东城区已有
33家工作室被命名为区级劳模创
新工作室。 劳模创新工作室已成
为了聚才、育才、用才的新基地。

王文丽名师工作室自成立以
来， 立足课堂教学开展研究， 用
实实在在的教育教学成果服务于
学生和广大一线教师。

工作室共有7名成员， 其中
特级教师1名， 北京市学科带头
人1名， 北京市骨干教师2名， 区
学科带头人3名。 领军人王文丽
坚持 “聚起是一团火， 散开是满
天星” 的团队宗旨， 针对每一位
成员在学校的职务和自身的特
点 ， 从需求出发 ， 制定成长目
标， 明确研究领域。 7名成员分
别在识字写字教学、 古诗教学、
整本书阅读、 学业能力测试评价

等方面都有自己专注研究的语文
教学领域， 大家共同的愿景是切
实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整体提升
学生语文素养。

工作室成立一年， 他们的研
究成果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教
学：工作室成员编写的《小学语文
教师朗读指导手册》《小学生整本
书阅读指南》已出版；在2018年全
国秋季儿童阅读课程推进大会上
展示了课例 《35公斤的希望》和
《中秋》；在全国“相约名师聚焦课
堂” 小学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中展
示了课例《兔之眼》；参与了中国
研修网组织的课例录制工作等。

王王文文丽丽名名师师工工作作室室：：

研研究究成成果果广广泛泛用用于于日日常常教教学学

吴吴华华侠侠烧烧麦麦技技艺艺首首席席技技师师工工作作室室：：

吴华侠烧麦技艺首席技师工
作室成立于2017年。 领军人吴华
侠， 是烧卖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
承人，201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
模范”，2018年获得 “北京市有突
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和“东城工
匠”荣誉称号。工作室2017年获得
北京市“三八红旗手集体”荣誉称
号；2018年获“全国巾帼文明岗”。

作为带头人， 吴华侠重视技
艺的传承，每年制定带徒计划。通
过定期组织职业资格考评、 开展
岗位技能大赛、 组织同业观摩等

培训方式，形成系统的培训模式，
将选拔出的优秀人才纳入工作室
“技术人才梯队”， 进行有针对性
的培养。 两年来，她共收徒30人，
分别就职于都一处各分店。

工作室成立以来， 不断开展
创新研发： 一是将养生理念和时
尚元素融入经典配方， 研发出新
品种“五谷养生烧麦”；二是根据
市场需求， 每个季节推出三个新
品时令“四季烧麦”；三是加强成
本控制，探索原材料的二次利用。

工作室将烧麦制作技艺编写

成册， 对技艺传承和保护工作起
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通过定期
在技工学校、行业协会、美食节等

场合进行技艺展示， 代表集团参
加德国展、泰国展、台湾庙会等海
外技术交流， 将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烧麦制作技艺”展现给国
内外的食客， 为中华老字号品牌
的宣传和推广贡献了力量。

将将时时尚尚元元素素融融入入烧烧麦麦制制作作

向向凯凯劳劳模模摄摄影影工工作作室室：：

让让““中中国国照照相相””品品牌牌焕焕发发新新活活力力

杨杨建建业业非非遗遗传传承承与与传传播播工工作作室室：：

开开创创非非遗遗人人才才创创新新发发展展联联盟盟

衣衣福福成成技技师师工工作作室室：：

探探索索景景泰泰蓝蓝工工艺艺新新应应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