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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杰
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讲好工匠故事
担当起工匠人才培养的助推人

“这次职工匠师培训， 不仅让我
结合个人岗位和本职工作更好了解了
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的含
义， 更让我学会了如何通过沟通和表
达将自己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传递给
更多行业职工， 形成传帮带的大环境
与新格局。” 经过职工匠师培训， “北
京大工匠” 获得者、 北京京彩弘景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
师 、 高级技师周晓杰表示 “获益匪
浅”， 明白了工匠不仅需要 “硬件” 支
撑， 更需要 “软件” 赋能。

从一名园林行业的白丁， 到获得
“北京市技术能手”， 再到如今的 “北
京大工匠”， 周晓杰的职业生涯和 “劳
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始终
联结在一起。 刚毕业时， 周晓杰认识
的植物不足100种， 更谈不上了解北京
当地苗圃和苗木。 北京市城区园林植
物种类有113科、 407属、 800余种， 想
要把这些植物弄到 “门儿清”， 绝非易
事。 于是她利用节假日时间， 到北京
的各大苗圃、 公园和植物园， 走进各
条街道去实地调研。 大多数苗圃都建
在偏远的市郊， 单程时间往往都在3小
时以上， 周晓杰带着水和面包， 坐着
公交车早出晚归， 用脚步丈量各种类

型苗圃的面积， 记录品种、 规格、 数
量、 种植株行距等信息，了解北京不同
区域植物的四季生长状况。她经常独自
行走在田间野地，陪伴她的经常是日落
日升、村庄犬吠、林间蝉鸣。也正是这段
经历，为她的林木种苗技术研发、新品
种苗木引种驯化、 良种繁育等技能打
下良好基础， 从业以来， 她引进驯化
新优彩色苗木80余种约20万株。

在职工匠师的培训过程中， 老师
们要求每名学员结合 “劳模精神、 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大主题，总结出各
自对“三种精神”的理解。 周晓杰给出
的标签是 “执着专注、 勇于创新、 精
益求精”。 而这三个精神标签背后， 是
她职业生涯中无数创业创优的生动故
事 。 在周晓杰看来 ， 与 “勇于创新 ”
精神标签相对应的主题， 对她来说一
直都是 “让北京的冬天绿起来”。

2015年， 北京园林绿化增彩延绿
科技创新工程启动 。 工程计划利用
2015年到2022年八年的时间， 在北京
推广80多个植物新品种， 建设若干个
示范区 ， 解决首都园林绿化色彩少 、
绿期短的问题， 推进园林绿化景观质
量提升， 努力将北京建设成 “三季有
彩、 四季常绿” 的宜居之都。 周晓杰

便开始了新品种 “京彩常绿一号” 的
研发、 嫁接、 育苗工作。

新产品的诞生不是简单的组合
（嫁接）， 细节、 效率、 难度都远超常
人想象。 为了缩短生产年限， 周晓杰
和团队选择让苗木的嫁接和移栽同时
进行 。 72小时之内完成苗木的起苗 、
嫁接、 装车、 运输、 栽植， 嫁接时足
足有300余个接口， 还要进行土壤改
良 、 土球消毒 、 水肥供给 ......周晓杰
事无巨细， 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 将
自己对苗木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转变成
了苗木顽强的生命力， 近600株 “京彩
常绿一号” 嫁接的成功率达到了95%
以上。

让北京的冬天绿起来不仅需要品
种创新， 更需要技术创新。 在 “大规
格苗木双容器育苗技术” 上， 容器苗
所使用的外盆材料已经更新到第三代，
里盆已经更新到第五代。 外盆从原来

的塑料材质升级成了如今竹材料的竹
缠绕复合管， 单件产品的成本也由原
来的1350元大大节省到了现在的750
元， 还能起到减少碳排放、 增加生物
资源利用的效果。

在职工匠师培训课堂中， 周晓杰
意识到， 一花独放不是春， 必须要把
自己的经验和心路历程分享给更多园
林职工， 才能做到开枝散叶， 让首都
园林绿化事业人才济济。 “单纯枯燥
的讲授是不会有人感兴趣的， 我们需
要学会转变身份 ， 走到广大职工中
去 。” 周晓杰说 ， “要充当朋友 、 伙
伴、 分享者、 帮助者， 用亲身经历激
发职工动力 ， 用实践提高职工能力 ，
去传道授业解惑。”

周晓杰说， 她的梦想是行走在祖
国各地的森林山野， 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为北京增彩延绿， 装点每一个春夏
秋冬。

挑战自我 走出“舒适圈”
做“三种精神”的优秀传播者

温莹莹
北京环卫集团机扫公司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

温莹莹说自己是 “根红苗正” 的
环卫人， 是家里第三代环卫人。

温莹莹十年扎根环卫一线， 立足
天安门地区环境卫生首善之区建设 ，
带领党员形成以重大活动保障为核心
的1+N天安门作业模式， 和团队一起
将作业质量从 “双十” 提升至 “双五”
标准， 即垃圾落地时间不超过5分钟，
作业后路面尘土残存量不超过5克， 让
天安门广场可席地可坐。 作为首都核
心区的环卫人， 别人过节， 他们过关，
没法陪伴家人和年幼的孩子。 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保障工
作中， 她平均每天行走2万多步， 查看
点位 、 反复推敲作业方案 。 保障中 ，
她连着40多个小时坚守岗位， 带队完
成表演方阵就餐垃圾收集、 观礼台清
扫等任务。 在自己的岗位上， 温莹莹
用坚守与奉献， 展现着新时代环卫青
年的风采。

自今年7月7日起， 温莹莹在市总
工会职工大学参加为期两个月的职工
匠师研修。 从案例课程开发方法、 课
程架构设计到教案与课件制作、 授课
表达技巧， 进行了全面的学习。

“在市总工会职工大学，我们享受
了课程研发与设计的饕餮盛宴， 也让

我们离成为一名职工匠师的梦想更近
一步。还记得在职工匠师研修班开班动
员的时候，刘蓉书记说‘市总工会职工
大学是职工匠师温暖的家，是贴心的娘
家人’，他们高质量的教学与保障，让我
真正感受到了娘家人的贴心、 温暖。”

在工作中一丝不苟， 得心应手，然
而成为 “职工匠师”， 让温莹莹经历了
迷茫、 痛苦、 苦思冥想、 拨云见日直
至成竹在胸的过程。 温莹莹说： “记
得刚刚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我很迷
茫， 在培训之前， 我自己尝试搭了几
次框架， 可是都不太理想。 你比如‘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三种
精神’讲什么、怎么讲？这些问题困扰我
很久。 所以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培训，
像一场及时雨， 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培训中， 老师们生动形象的案例

讲授、 深入浅出的知识解读、 循循善
诱的思路启迪； “一对一” 精准辅导，
“点对点” 助力提升， “手把手” 本领
传授， 课程的架构逐渐明朗清晰， 温
莹莹清晰地感到 “职工匠师” 的羽翼
逐渐丰满。 确定主题、 搭建框架、 选
取故事 、 制作PPT， 她们绞尽脑汁 、
挖空心思……不断努力下， 思路逐渐
明确、 内容逐渐充实、 表达逐渐流畅，
尤其是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听众产
生共鸣的时候， 温莹莹说： “我体会
到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黄沙始
到金’ 的欣喜与成就。”

成为 “职工匠师”， 温莹莹觉得，
这是一种幸运。 大家都是本行业的行
家里手， 可面对 “职工匠师” 这一新
身份， 所有人走出 “舒适圈”， 勇敢的
向自我发出挑战； 面对困难， 大家向

难而行、 迎难而上， 与老师的反复沟
通， 促膝长谈至深夜， 即使是在课间
和吃饭的时间， 也都在持续的思考和
交流。 面对课程， 所有人都精益求精，
反复的推敲、 请教、 打磨、 尝试， 哪
个题目更吸引人、 哪个故事更能打动
人 、 哪张照片效果更好 ， 就连眼神 、
手势、 肢体动作这些小细节， 都反复
的琢磨， 想的就是好一点、 再好一点。

温莹莹说： “成为 ‘职工匠师’，
是一种责任。 能够成为 ‘职工匠师’，
是对我们的肯定， 也赋予了我们更大
的责任。 今后我会珍惜每一次讲课的
机会， 认真备课、 悉心准备， 不断完
善自己的课程内容， 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学能力与水平， 在传承和弘扬 ‘三
种精神’ 中， 践行自己作为 ‘职工匠
师’ 的责任和使命。”

□本报记者 边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