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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授课
让授业生涯更有意义

从优秀“柜姐”到金牌线上保洁师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本报记者 白莹

韩海滨
线上萨克斯老师

“萨克斯原来这么好听”“声音真
干净”“喜欢海滨老师的风格” ……网
络课程上 ， 屏幕的弹幕不停地闪着 ，
就这样大家一边在无声中交流， 一边
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 韩海滨原来是
一位线下老师， 进行现场教学， 但是
突如其来的疫情， 一下子打乱了他的
工作 “节奏”。 “疫情期间， 为了确保
安全， 好多课都上不了。 我一看， 这
样下去不行， 正好看到好多同行都转
战线上， 于是我也开始了线上授课。”
韩海滨老师笑着说。

刚刚由线下转到线上的韩海滨 ，
心中还有些忐忑，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
是一开课线上好多人都喜欢他的课 ，
有时他直播教课， 最多时有一万多人
在线观看。 “这个人数是我之前怎么
也想不到的， 线下授课， 二三十个学
生就算大班了， 而我的直播间人数比
这多多了， 我一下就有了信心。” 韩海
滨说。 在海滨萨克斯网络课堂上， 基
本上都是成年人， 他们有的是职场职
工， 因为喜欢萨克斯便利用业余时间
学习； 有的是退休职工， 退休后找到
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中更有一位85
岁的 “小学生”， 因萨克斯与韩海滨老
师相识 ， 如今他们成为了忘年交 。
“虽然大家素未谋面， 但是我们在网络
空间里是密友， 他们有的来自内蒙古，
有的来自上海， 大家跨越了地理的距
离， 在网络直播间里聚到了一起， 一
起探讨吹奏技巧， 畅聊演奏风格， 特

别有趣。” 韩海滨介绍。
在这些学生中， 有一个特别喜欢

萨克斯的学生， 他在乐队里吹了三年
的萨克斯， 但是一直长进不大。 就在
他怀疑自己不适合演奏萨克斯的时候，
偶然遇见了韩海滨老师。 韩海滨和他
一起琢磨遇到的瓶颈。 慢慢地这位学
生终于重新燃起了对萨克斯的热爱 ，
成功找到了自信。 如今， 这位学生依
然会经常给老师发送录制好的作品 ，
老师会在网上对作品进行点评， 共同
提高。 这让韩海滨觉得自己的老师生
涯很有意义。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通过
互联网平台， 韩海滨的交友面突破了
距离的限制， 用音乐感动了很多人。

除了让更多人欣赏到了作品， 互
联网还给韩海滨带来了诸多好处 。
“原来我的时间被课程占得满满的， 现
在， 一周中我只在周一安排了全天课
程， 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8点半， 周二
到周五只有晚上8点半到10点有课， 其
他时间我可以自由安排。”

自由安排中就包括提升吹奏技
能 、 研究课程以及研发自己的萨克
斯笛头 。 从14岁开始接触萨克斯， 大
学学的又是音乐教育， 到现在他已经
跟萨克斯结交了20多年。 “萨克斯就
像我的挚友一样， 彼此都很熟悉。 萨
克斯最主要的就是笛头， 好多人都不
太会鉴别笛头的好坏， 但我， 一吹就
知道这个笛头好不好 ， 该如何改进 。

现在的市场很复杂， 很多国外的笛头，
又贵又不好使， 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专业 ， 制造出适合我们自己的笛
头。”

此外， 研发专门针对萨克斯系统
课程也在韩海滨的计划日程之中 。
“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老年人
在公园里或者小河边吹奏萨克斯。 成
年人跟小孩不同， 适合小孩子学习的
教程并不适合中老年人， 但是这方面
的教材很少， 所以我准备专门针对他
们出一系列的课程。” 韩海滨说。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网络上的都是
虚拟空间， 但是在韩海滨看来， 这个
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 大家因为萨克
斯而相聚， 彼此特别信任， 他就通过
互联网交到了很多好友， 进而发生了
很多有趣的事。 “有三位大哥开了一
千多公里的车程， 就是为了看我， 和
我一起聊萨克斯。” 韩海滨讲起这件事
总觉得有点好笑， 但是他从中感受到

更多的是大家对音乐的执着。
在海滨萨克斯的圈子里， 他就像

明星一样， 大家喜欢他的音乐， 也喜
欢看他演奏。 通过网络平台， 韩海滨
可以随时随地的给大家讲课， 他也很
享受这种状态。

此外， 他可以有更多时间陪着家
人， 也是互联网平台给他带来的好处。
韩海滨的孩子四岁半了， 现在他有更
多的时间陪着孩子一起成长， 也能守
护父母。 周末带着老婆、 孩子一起到
郊外搭帐篷、 做烧烤， 享受一个愉快
的周末时光。

未来， 韩海滨打算将线上线下结
合起来。 “线上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以后我会坚持网络授课， 同时我也会
开展线下课， 我们这些在线上相识的
人， 在线下也需要一个真实的空间来
交流互动， 这样更直接， 我还打算自
己组建一个乐队。” 谈起未来， 韩海滨
信心满满， 相信未来会更好。

王菲
线上保洁师

她曾经是北京第一代 “柜姐”， 做
过奢侈品销售、 大型百货商场管理员
等职位。 现如今， 在 “大众工匠” 成
为金牌保洁师， 并晋升为区域工匠管
理员， 她就是已年满48岁的王菲。 本
来有着光鲜体面的工作， 她为什么会
选择加入到 “互联网+家政” 服务行
业中， 跟着时代浪潮不断向前呢？

1990年秋天， 18岁的王菲只身来
到北京。 幸运的是， 当时北京大商场
涌现， 商品贸易逐渐繁荣。 她凭着良
好的沟通能力获得了商场推销员的工
作， 也就是后来大众熟知的 “柜姐”。
在销售行业不断累积的经验， 让王菲
一步一步从柜员做到柜台长，到外资品
牌服装门店销售经理，再到大型国营商
场的楼层管理人员。 那时的王菲，意气
风发，成为了北京白领中的佼佼者。

可就在让外人艳羡之时， 2010年，
王菲遭遇了一场人生突变 。 那一年 ，
她遇到了一场车祸， 在接下来长达7年
的复健期间又经历了两场手术。 也正
是身体原因， 她被迫失业。 忍受着精
神和身体上双重痛苦的王菲， 并没有
因此消沉。 “记得当时， 我报名了营

养师、 按摩师和心理学的相关网络课
程， 积极配合医生，忍着巨大的疼痛每
天坚持做康复锻炼。 ”王菲回忆着说。

2017年 ， 王菲的身体彻底康复 。
这一年， 44岁的她接触到了 “从没想
过要干的” 的家政行业。 “但是， 初
次接触到大众工匠这家公司， 就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菲说， 当时抱
着 “去看看” 心态的王菲， 来到大众
工匠面试。 “没想到， 公司不仅给我
做了心理测试， 还给我单独开设了培
训班。” 她说。 培训后， 王菲改变了对
家政行业的看法， 从 “不就是做卫生，
这还用学吗？” 到 “术业有专攻， 家政
也有很多专业性的技巧需要学习 。”
明白这一点后， 她以一个 “小白” 的
心态， 不断研究细节提升效率， 把工
作做得越来越标准， 把用户家里打扫
整理得越来越干净。

“大众工匠”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中介性质的家政公司， 是签约了自营
保洁师， 通过 “派单-接单-服务-反
馈” 这样的 “互联网+家政 ” 的模式
来运作， 这样一来， 既可以通过互联
网智能派单系统提高服务效率， 还可

以提高客户的粘性。
大众工匠联合创始人曾毅介绍 ，

公司为每一位工匠都配备了 “大众工
匠 ” 技工端APP。 服务人员经招募 、
面试并通过培训考试入驻平台后， 只
需用智能手机登录APP， 系统就会参
考工匠初始位置、 订单距离、 出行速
度、 技能要求、 服务时间、 工作状态、
是否制定、 技工性别八大要素， 匹配
工匠进行派单。 一改过去服务人员订
单靠抢、 接单靠跑的行业痛点。 有效
提升了服务人员综合运力， 优化了管
理成本。

线上家政服务行业不仅要求高标
准， 而且还要兼顾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每一个保洁师都会遇到 “严苛” 的用
户 。 王菲就曾在一位用户的坚持下 ，
擦了20多遍客厅地板， 并始终保持微
笑服务。 因为有多年销售经验的王菲
明白， 地板是否干净不重要， 让用户
心里舒畅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 王
菲把技术和服务做到了极致， 赢得了
用户和同事的尊重。 如今， 她把深耕
销售的劲头用到了深耕家政行业上来，
晋升了区域工匠管理员， 大好的事业
前景也在她的努力下， 越发锦绣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