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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传承体验人生之味

———2020年西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选登
领略劳模风采 感受榜样力量

□刘祖凤/文

■
北
京
市
劳
动
模
范
■

用科技守护千家万户安全

范晓岩， 虽不是警察， 所从事的工
作却和公共安全息息相关： 他主导构建
了全国第一个消防移动作战指挥平台，
将消防救援到场时间大大缩短； 他研发
了2008年北京奥运指挥中心122交通接
处警系统， 创造了亚洲公共安全应急报
警服务系统日接警量之最……从2003年
参加工作以来， 范晓岩从一名程序员逐
渐成长为一名云计算构架、 大数据开发
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 带领工作团队参
与和主持了多项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

“一分钟接处警” 的信息化体系建
设， 设计初衷就是报警人在挂断电话的
一分钟内， 民警要出现在报警人身边。
范晓岩介绍， 接到 “一分钟接处警” 任
务后， 他和公司的研发人员设计研发出
了一套纵横连贯的信息化应用体系， 从
市局、 分局、 派出所、 警务工作站， 到
民警单兵移动警务， 通过一个体系的信
息协同、 联合处置， 通过大数据伴随，
将大数据技术推向业务节点的每个细
节， 让系统自动将大数据技术与业务结
合在一起， 将信息服务前置化。

北京市消防局作战指挥平台则是一
个典型的信息化技术前置设计应用的建
设案例。 以往， 消防员在接到报警进入
现场之前， 并不能全面掌握失火现场的
情况， 只能在抵达现场之后再进一步了
解。 2016年， 范晓岩接手北京市消防局

移动作战指挥平台的搭建工作 ,利用云
计算、 互联网等技术， 消防员可通过移
动作战指挥平台提前了解失火建筑物的
内部细节， 如地下室什么样、 消防栓和
水源在哪里， 在赶去救火的路上， 拿着
平板电脑就能一目了然。 而且， 先期抵
达现场的人员还可以通过手机实时传输
现场信息 ， 以便消防员对火情进行判
断， 快速制定救火预案。 该平台实际应
用之后， 消防应急救援到达现场平均时
间从以往的19分钟 ， 缩短到了 11.5分
钟。

“要让大数据服务于我们日常生活
与公共安全系统， 需要以秒计数， 与时
间赛跑。 这整整减少的7.5分钟 ， 在火
灾现场的7.5分钟 ， 几乎就是生与死 ，
成与败的关键。” 范晓岩说。

从2003年全国110接处警信息化系
统的建设，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奥运指
挥中心122接处警系统； 从2007年全国
第一个短信报警平台， 到2016年北京市
消防作战指挥平台； 从国际峰会到举国
盛事， 这些与大数据同行的历程中， 用
科学技术护航公众安全是人们的期待，
也是范晓岩始终履行的责任与担当。

范晓岩说： “公安应急指挥行业、
社会应急救援领域与智慧城市安全管理
工作的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建设， 是我们
的官宣名称。 ‘应急’ 响应的背后， 是

流动的大数据打破时空限制， 是对驾驭
技术的考量与锤炼。”

身处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范
晓岩和很多技术研发人员一样， 对新技
术都有一种想要尝试的冲动。 “但越是
这样 ， 我越要克制自己 ， 不能冲动 。”
范晓岩说。 他深知自己身处的行业关系
千家万户的公共安全， 系统7×24小时运
行， 稳定是第一位。 因此， 在编制技术
方案的时候， 他对新技术的引入有严格
的比例限定 ,一般引入新技术的比例不
会超过30%。 因为根据多年从业经验和
长时间的测试， 范晓岩发现， 一个新技

术的引入如果超过三成， 系统可能就会
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引用新技术的目
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不是为了使用新
技术而使用， 所以要沉得住气、 守得住
底线。”

范晓岩表示： “目前， 我们团队设
计的各类公共安全系统， 在全国500多
个城市应用， 这些面向未来的立体化、
智慧型平台 ， 守护着数亿人的生命安
全。 人命关天， 30%的底线， 我也会始
终坚守到底。 沉得住气， 守得住底线，
先进技术才是公众的福音， 能发挥最大
效用即是我的骄傲。”

工作中的范晓岩（左一）

解小虎正在制作菜肴

2020年， 西城区23万名职工中有59名优秀代表脱颖而出， 荣获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北
京市劳动模范、 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 “劳模鼎” 底座上。 让我们一起
走近北京市劳动模范范晓岩、 解小虎， 去了解他们的劳动故事。

“80后” 的解小虎， 是北京聚德烤
肉宛饭庄面点高级技师。 虽然在老北京
饮食圈中， “80后” 的他算是一位年轻
的厨师， 但因其精湛的手艺， 已然让烤
肉宛屡次出现在国内乃至国际烹饪大赛
的领奖台上。 解小虎20年的从业之路，
离不开数位恩师的倾囊相授， 也离不开
他自己的刻苦努力。

2000年， 解小虎怀揣着梦想从山东
老家来到北京， 想要在这里闯出一番天
地，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学一门安身立命
的手艺。 机缘巧合下， 他加入了聚德华
天控股有限公司。 一进聚德华天， 餐饮
老字号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精湛的小
吃技艺马上吸引了他。 工作中， 他的悟
性得到了老师傅的认可， 虚心求教的态
度更让很多老师傅将传统技艺倾囊相
授。 有了一定基础后， 他先后到华天马
凯餐厅、 护国寺月北小吃店学习， 眼界
的开阔让他对老字号传统面点技艺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

2002年，他来到在京城享有“南宛北
季”盛誉、具有330多年历史的烤肉宛饭
庄，拜面点大师方立春为师，更加系统地
学习传统面点技艺， 正式走上了面点学
习的道路。没有基础的他，凭着年轻人不
服输的劲头，利用下班时间练习基本功，
迅速的进步让师父深感没有看错人。

在师父的指导点拨下， 他的面点技
艺进步迅猛。 反复汲取烤肉宛面点技术
精髓后 ， 他将烤肉宛烧饼技艺提炼精
进 ， 方寸烧饼内藏乾坤 ， 36层层层分
明， 色泽金黄， 咸香适口， 成为非遗烤
肉的绝配， 一时间来客无数， 年利润超
百万元。 通过不懈的努力， 解小虎在聚
德华天优秀青年骨干中脱颖而出， 成为
传承老字号的优秀技术人才， 2012年被
评为北京小吃制作大师。

解小虎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不
断钻研， 提高技能， 结合企业经营实际
和健康标准研发新式面点作品。 对传统
产品继承并延伸内涵， 使其形—更加精
美， 味—更加适口。 对新鲜的食材， 他
也大胆创新 。 他制作出既适合大众口
味， 又能登上宴席餐桌的面点作品， 包
括 ： 龙眼酥 、 牛肉酥饼 、 咖喱牛肉酥
角、 抹茶酥等特色产品。

2017年， 解小虎拜面点大师王志强
为师， 学习精湛技艺和创新思路， 对自
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次创作都精益
求精、 力求形象。 在2018年西城区 “大
都工匠” 餐饮技能大赛中， 他凭借新作
品 “粽子酥” 取得中式面点一等奖， 为
了这件作品， 解小虎练了整整10天。 他
每天都会练到半夜， 每次制作出来的成
品都会第一时间用手机发给王志强师父

看。 “注意颜色，别太绿了。 ”“大小均匀，
注意统一。 ”不管多晚，有问必答，一个手
机，便成为了师徒之情传递的纽带。

解小虎说： “这件作品实际上是一
路走来的众多恩师共同完成的， 这或许
正是工匠精神传承的意义所在。” 在他
看来， “工匠精神” 是一种坚守， 更是
一种传承， 犹如一道菜、 一种味道， 其
背后是几代工匠为之付出的努力。 “人
生之味需从每一滴汗水的注入开始 。”
解小虎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为保证食品供

应， 解小虎带领面点团队加班加点赶制
出百姓需求量较大的面食产品， 例如馒
头、大饼、花卷、肉龙、糖三角等，既为百
姓解决了需求，又为企业创造了效益。正
月十五元宵佳节，他早上6点到岗开始预
备工作，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
做好前期卫生消毒工作， 保证顾客能吃
上口味齐全、香甜软糯的元宵，过上一个
安全健康、甜蜜温馨的元宵佳节。

解小虎表示 ， 作为老字号餐饮企
业， 越是非常时期越要做好百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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