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清华池， 老北京人都有
共识， 清华池的修脚技艺自成一
家 ， 脚病治疗也成为其特色服
务。 今年52岁的任新春是清华池
的一名老员工， 凭着小小修脚刀
每年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 如今
他称得上是脚病治疗专家， 名副
其实的老字号工匠。

机缘巧合
祖孙都是清华池员工

1987年， 宣武区服务公司到
任新春的老家河北定兴招搓修
工。 听到这个招工消息他很是高
兴，“能来城里打工， 有份稳定的
工作，这机会不错”。就这样，任新
春报名来到北京工作。

其实， 任新春对修脚这个行
当并不陌生。 “解放前，我爷爷是
清华池的员工。小时候，爷爷总会
提到在清华池的事。 ”那个年代，
社会上服务行业还不发达， 年轻
人参加工作首选工厂、机关；真要
从事服务行业的话， 也会首选厨
师、理发师等，对于搓澡、修脚都
不太愿意干。 但是任新春通过爷
爷的讲述， 对修脚这个行业有了
不同的认识，“能为人们解决一些
小病痛，挺好的。 ”

就这样， 任新春和来自河北
定兴、易县、涞水的30名农民合同
工进了京，分配到各个浴池，任新
春则机缘巧合地被分到清华池。

名师指点
千锤百炼学技艺

当时，北京修脚技工断层，面
临没有接班人的局面， 宣武区服
务公司对新招来的人员非常重视
培养。因为工作认真，再加上能吃
苦，不久后，单位派任新春参加了
北京市脚病按摩研究会培训。

培训班的老师都是北京修脚
行业的老技师， 其中有很多特级
技师。 至此， 任新春正式接触修
脚。 先学理论一个月， 包括持刀

手法等， 接着再学技能， 学员们
被安排到各个浴池， 观摩修脚技
师的实际操作。 半个月后回到培
训班接着进行理论学习， 有了基
础的认识， 再分配到浴池学习。
“这么来回两次回炉后，我们就开
始上手了，找一些亲戚、朋友、同
事进行练习。 ”

通过培训班的考试结业后，
任新春回到清华池， 拜了金启平
为师，正式成为一名修脚师。 “我
师傅是清华池传统修脚术 （国家
级非遗） 第三代代表之一， 首都
劳动奖章获得者，技术非常好。 ”
任新春说。

有了大师的指点， 他更加勤
学苦练。修脚讲究的是手指有力，
腕子灵活。 削竹板、捻钢珠，修脚
技师用这些来练基本功。 “一公分
宽的竹板， 用抢刀削出指甲的形
状， 接着再打薄到跟指甲差不多
的厚度。 ”任新春告诉记者，这就
是练习掌握力度， 好多病变的指
甲硬，修时需要大点的力气，但是
还要收住劲儿，否则会刺破皮肤。
另外，还有锻炼手指的小技巧，任
新春连走路、坐车的时候都在练。

时光流逝， 与任新春同一年
被招来的同事，因为收入、社会地
位等原因陆续离开这行， 但任新
春始终坚守着这个工作。

解决病痛
修脚修出来的甜头

对于修脚这个行当， 任新春
这样评价：“在别人看来， 修脚很
辛苦， 我却觉着修脚也能修出甜
头。 比如，很多有脚病的人，经过
我们的治疗后不再痛苦。 看到他
们变得轻松，我心里是甜的。 ”

“记得有一次，一对父母带着
一个20多岁智障的孩子来修脚，
灰指甲特别厚， 应该很久没剪指
甲。那孩子不让人动他的脚，修脚
刀一接触他就躲。 我就耐心地一
点一点逗他，让他缓解紧张，给他
修。平常20多分钟的活，差不多修
了2个小时。 他的母亲特别激动，
一个劲儿地说感谢， 那时的我很
有成就感。 ”任新春说道。

工作多年来， 任新春一直多
看多问， 利用休息时间到书店买
来中医、中药、皮肤科等书籍进行
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从医疗的角
度探索治疗脚病的新方法， 从医
学知识方面解释脚病的成因，为
前来治疗的患者讲解脚部保健的
基本知识。

任新春说：“能解决痛苦，修
脚师同样能为社会做贡献， 同样
能实现自我价值。”

创新技术
嵌甲矫正器孕育而生

2008年， 任新春针对脚病疑
难病嵌甲研究开发出嵌甲矫正技
术，解决了嵌甲根治的难题。 “我
发现很多顾客患有的甲沟炎反复
发作，挺痛苦的。 ”任新春说。

此前，针对甲沟炎就是修，不
能根治。对此，任新春一直在琢磨
解决方法。他反复尝试，根据力学
原理做了一个矫正器， 两边是个
挂钩，中间绷着一根线，让指甲借
助力量往外长。矫正器非常精巧，
戴上后也不影响穿鞋和走路。 经
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指甲不再长
到肉里，变为正常的形状，达到了
根治的效果。 目前， 已成功治愈
3521例，为企业增收280多万元。

30多年来， 任新春用一把小
小修脚刀为20余万名脚病患者医
治各种脚病， 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下至寻常百姓，从一名普通的
修脚工逐步成长为一名能为顾客
解除脚病痛苦的大夫。

工匠传承
为百年老字号招揽人才

2018年， 清华池从专业技术
人才选拔管理人才， 经过各方面
考评 ， 任新春都名列第一位 。
2018年， 他走上了清华池党支部
书记、 副经理的岗位。

清华池是京城洗浴业经营百
年的老字号， 每天的客人络绎不
绝 ， 排队等号是常有的现象 。
“社会需求大 ， 技师远远不够 。
市面上修脚店虽然多， 但受过专
业培训的技师很少。 所以在传承
方面要大力培养传承人， 培养专
业的修脚技师。”

走上管理岗位的任新春， 把
目光放得更远。 “要走出去， 不
能守着一家总店， 因为很多患者
到这很远。 ”清华池已经计划在北
京开分店。

此前，任新春通过授课、技术
指导等方式传授技艺， 为清华池
培养几十名修脚师。 “近期，预计
成立专门的培训学校， 还会与职
业院校合作培训技能人才。另外，
开办课程， 面向社会上的技师进
行培训。 ”任新春表示，清华池目
前正在探索有效途径， 广为培养
修脚技师。

“因为社会对这个行业的认
可度不那么高， 所以生源有限。
清华池打算做一些扶贫项目， 在
贫困地区招募学生。” 任新春说，
“这是一门好手艺， 一技在身可
以养家糊口， 为患者祛除病痛，
也能实现自我价值。” 这些在任
新春的身上很好地反映出来。 他
凭借精湛的技能和敬业的态度，
先后荣获 “北京用户满意服务明
星”、 享受北京市政府津贴高级
技师、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技
能人才、 清华池传统修脚术 （国
家级非遗 ） 代表性传承人等称
号。 如今， 他带的很多徒弟都成
为高级技师。 其中， 师专毕业的
孙雪超原本在清华池做文秘， 后
来转型成为修脚师， 正是看准了
这门技术。

在采访接近尾声时， 任新春
提到了目前老字号在传承中遇到
的困惑。 “修脚跟皮肤和指甲接
触，避免不了出血，这就涉及到使
用止血消炎的药物， 这是老一辈
手艺人积累并传承下来的秘方。
如今市场监管严格， 按照监管标
准，我们属于服务行业，不是医疗
行业， 所以不能为顾客提供治疗
手段和药物。 ”任新春说。

治疗需要医师证， 用药还需
要药剂师资格证， 这对于修脚技
师来说， 门槛太高。 “对行业也
是一个瓶颈”， 任新春对于将来
行业的发展有着担忧。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非遗保护
工作大会上， 任新春把这个问题
提了出来， “希望取得社会和政
府的更多支持， 解决问题， 让修
脚这个行当传承有序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庞新跃/文 吴惠民/摄

周春华：用一身汗水换来一片清洁

2004年， 周春华退伍后加入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马家
楼转运站当上了一名环卫作业车
辆驾驶员。转眼间，他已在这个环
卫岗位上默默工作了15个春秋。
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 他的双脚
锻炼得特有劲儿， 有一天竟然走
了三万三千步，大伙赞叹他是“46
岁的年龄，18岁的身体”。

2016年， 马家楼转运站完成
全密闭工程改造，改造完成后，在
环境设计和感官设计上均达到了
高标准，堪称北京“最美的垃圾转
运站”。 周春华正是在2016年12月
走上了该转运站车队调度的岗
位。 车辆调度室如同转运站的中
枢神经系统，高效、快捷地指挥、
调度着站内每天达600余车次生

活垃圾作业车的进进出出。
1月的北京，持续的低温着实

让人体会到了严寒的威力。 也在
此时， 如何清扫路面也就成了马

家楼转运站作业的一项 “疑难杂
症”，在如此低的气温下，正常冲、
洗作业后路面结冰， 安全方面就
留下了大隐患；用盐水冲刷，倒是

不结冰， 可路面干后却留下格外
显眼的白色印迹，路面又花了；使
用液态融雪剂吸扫， 沥青路面没
问题， 可混凝土路面吸扫后整个
路面又粘又黑……

“大冬天的，要解决这个路面
问题可真是难”，看着用融雪剂吸
扫过的路面上留下的黑色印痕，
周春华也皱起了眉头， 路旁就是
全北京最高大上的转运站， 他暗
自下定决心： 我不能让这黑路面
给转运站添堵！

说干就干，上午10点，周春华
带领大家忙活起来，先用盐水冲、
车多碾压，然后再用水冲，最后用
洗地车干吸。想好了办法，一个司
机开着水车在前面冲刷路面，另
一边司机小张开着洗地车吸扫，
边边角角的地方还需要人工辅
助。 周春华跟着大家一起忙前忙
后，眼看到了饭点，作业终于完成

了， 原本粘黑的路面终于恢复了
本色。冬日的暖阳下，职工们走出
车间就餐时， 对着周春华竖起了
大拇指， 可他却笑眯眯地朝大家
摆了摆手。 为了确保水泥路面清
洁，现在这套“组合拳”，每天都在
转运站里操练一番。

“碰见问题得去想办法，得去
干，光等光说解决不了问题。 ”周
春华说。 抓工作落实来不得花拳
绣腿，他认定“只有不去解决的问
题，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周春华勤奋工作时而也遭到
一些人的调侃：“不就是跟垃圾打
交道何必这么认真，干活天天有，
能偷懒就偷懒。 ”但他觉得，能用
一身汗水换来一片清洁， 他感到
这是世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提起
“最美垃圾转运站”，他自豪地说：
“这就是我天天起早贪黑上班的
地方！ 也是我愿意奋斗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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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修脚刀留住清华池技艺
———记传统修脚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任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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