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刚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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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钢城的炉火已经熄灭， 京西新地
标的冬奥圣火即将点燃。 以北京2022年冬奥
会、 冬残奥会为契机， 首钢正从传统钢铁
企业向综合服务型企业转型发展， 首钢职
工也走出抡锹挥锤的厂房车间， 以冬奥服
务者的新形象改头换面。 无论是基层管理
者还是一线职工， 他们靠着敢为天下先的
首钢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新岗
位、 新领域、 新起点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
新传奇……

让首钢转型职工
有信心、有归属、有奔头儿

培养转型职工骨干、 组建高端服务团队、 探
索专业高效的管理机制……2016年， 首钢园服公
司冬奥物业事业部成立， 成为了首钢职工转型的
前线 “孵化器”。 作为带头人、 大家长， 党支部书
记李刚在作为管理者实现自身岗位转型的同时，
也见证了无数一线转型职工的成长、 奋斗和蜕变。

李刚是名副其实的 “钢二代”， 生在首钢， 长
在首钢， 工作在首钢， 如今也服务在首钢。 刚入
厂时， 李刚负责设备采购和工程管理。 那时候，
他的工作只是管设备。 “可如今不一样了。 ” 李刚
说，“现在管的对象从物变成了人， 设备是死的，人
是活的， 要时常考虑到他们的诉求。 同时，我们成
了服务者， 要常与客户打交道， 精准收集他们的
需求。”

李刚坦言， 转型之初， 即便是作为管理者，
自己也难免有些许 “失落感”。 “以前没干过 ‘伺
候人’ 的活儿， 有点放不下架子， 拉不下身段。”
他和广大首钢转型职工一样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面
对两样转变， 一是心态的转变， 二是意识的转变。

2018年在首钢举办的国际奥委会平昌冬奥会
冬残奥会总结会， 是李刚从心里有 “失落感” 到
心里有 “自豪感” 的转折点。 这是李刚和他的团
队第一次承接如此重要的国际活动， 活动的规格
高、 强度大、 周期长， 李刚带领冬奥事业部近200
人， 光是前期准备就忙了20天左右。 “每场会的
形式内容都不一样， 有很多个性化的论坛， 还要
根据客户需求制定不同的服务保障方案， 彩排演
练的次数更是多得记不清。” 这场总结会举办得很
成功， 也让李刚体会到 “服务” 不是 “伺候人”

的脏累活儿， 也可以高端、 大气、 上档次， 首钢
转型职工也有能力做好高规格、 高水平的冬奥服
务工作。

中芬冬季运动年、 “沸雪” 世界杯、 2021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李刚带领他的转型
职工队伍五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活动， 服务了一
个又一个赛事，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更带出了一
批 “精兵强将”。 物业服务是首钢园对外的形象窗
口， 李刚和团队为了高标准、 高质量、 高水平、
精准服务客户， 结合日常工作总结出了 “5341”
快速服务机制： “5” 是接到客户电话后5分钟反
应到位； “3” 是一般问题30分钟内解决 ； “4”
是30分钟无法解决的， 须向客户口头解释， 并在4
小时内最终解决； “1” 即需协调外部单位解决
的， 应于1日内向客户做出书面答复。

当前， 越来越多的新项目正向广大首钢转型
职工敞开。 “愿所有的首钢转型职工都能在我们
这个服务大家庭里有信心、 有归属、 有奔头儿。”
李刚说， 目前， 冬奥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冬奥
物业事业部正在以 “一流的服务标准、 一流的服
务质量、 一流的服务效率” 决战决胜冬奥会服务
保障任务， 全力以赴把冬奥服务团队做成响当当
的品牌， 让更多转型职工看到希望、 重燃梦想，
进而擦亮 “首钢服务” 名片。

刘博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首钢老厂区变成了京
西新地标首钢园， 热火朝天的厂房车间变成了国
家队的冬奥训练场馆， 曾经做过轧钢工、 维检工、
焊工的首钢工人刘博强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
会和 “制冰工” 这个很冷僻的工作结了缘。

1996年便进入首钢的刘博强， 先后经历了初
轧厂、 炼钢厂的停产。 2013年7月， 首钢园服公司
成立， 刘博强来到了空调班， 那是他第一次与制
冷系统面对面。 跟空调打交道， 最难熬的莫过于
夏天。 夏天空调需要维修的几率大， 刘博强常常
需要趴在机箱上拧螺丝， 金属制的机箱在阳光照
射下热得发烫， 每次修完都会让他像被烤熟了一
样。 这样的工作状态， 刘博强一干就是4年多， 也
全面掌握了空调制冷系统的相关知识。

2017年3月， 刘博强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制冰工
作培训。 与制冷系统打过交道的他， 凭借刻苦努
力学习，在首钢冰场投入使用时，成了上手最快的
那个人。制冰，对水温、洁净度、PH值都有严格的要
求。 不同的比赛项目对冰的软硬、 薄厚和温度的
要求也不一样。 湿度大了房顶会滴水，温度高了冰
面会有水，要想制成合格的冰场，不下一番功夫是
不行的。 三个月里，没有周末，每天干十几个小时。
不管室外多少度， 刘博强穿上羽绒服和棉护腿，
一遍又一遍地在体育馆练习。 凭借优秀表现， 刘
博强被安排到维护难度更高的冰壶场馆学习。

冰壶赛道在电视机中看似光洁无瑕， 近看实
则打上了密密麻麻、 分布均匀的点位， 小点用凉
水， 大点用热水， 使用专门的打点壶， 手拿大小
孔喷头， 通过平衡匀速地横向摆动， 加之节奏稳

定地倒退行走， 让水点均匀地洒在冰面上， 小点
需时40-45秒， 大点需时30-35秒。 国际顶级制冰
师Jimmy的专业程度， 让刘博强叹为观止。

刘博强开始只能从事扫雪推边等打下手工作，
这让他十分着急。 于是， 他借来打点壶， 在晚上8
点到10点， 到场馆外的水泥马路上进行洒水练习。
开始时，没多长时间刘博强就会手腕发酸，打的点
也没有半点规矩。 随后两个月里， 刘博强背着四
十多斤重的打点壶， 重复着大约150公里长的打点
路线，成了夜里的独行侠，最后终于找到了感觉。有
一天，冰厂该浇水了， 临时上阵的刘博强点打得不
错， 让Jimmy和同事们感到很吃惊， Jimmy当时便
决定让刘博强正式 “上冰”。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首钢坚持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抓、 两手硬”， 扛起国
企责任， 彰显硬核担当。 刘博强作为为国家队提
供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 也跟国家队一起进入封
闭状态。 “为避免发生交叉感染， 我们工作时需
穿上防护服， 行走路线和进出场馆的时间也要和
运动员错开。 每天两点一线， 两个多月不能回家，
说实话， 真的很难熬。 但我们明白， 这些付出都
会是值得的。” 刘博强说， “全世界的顶级制冰师
不超过20人， 里面还没有咱中国人。 我的梦想，
便是以中国工匠的身份挤进去。”

首钢冬训中心制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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