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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炉前铁人” 今日“安保专家”

姜金玉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讲解员

从天车女司机到冬奥“百晓生”
昔日天车女司机， 今朝冬奥讲解

员。 从不会使用电脑、 不擅长言语表
达， 到今日意气风发， 被人称为 “问
不倒的金牌讲解员”， 首钢园服公司冬
奥物业事业部讲解员姜金玉是首钢转
型职工中当之无愧的女性杰出代表。

冬奥赋予了首钢新功能， 而自己
从前只会开天车。 在成为讲解员之前，
四十岁的姜金玉一直为自己的未来感
到迷茫和慌张。 可当接到成为讲解员
的通知时， 姜金玉更慌了， 自己学历
低， 如何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岗位？

来到北京冬奥组委的第一天， 冬
奥物业事业部领导就给了姜金玉一摞
讲解词。 上面的小字密密麻麻， 姜金
玉脑袋立刻就大了。 那段时间， 上班
下班、 做饭洗衣服……姜金玉无时无
刻不在背讲解词， 她把讲解词录到手
机里， 在上下班的路上听， 还在家里
的各个角落都贴上小纸条， 终于背到
滚瓜烂熟， 开始正式上岗。

姜金玉接待的第一批 “客人”， 是
一群小学生， 前面的讲解很顺利， 气
氛特别好， 她还暗自庆幸。 可就在参
观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个四年级的学
生突然大声问她： “阿姨， 北京2022
年冬奥会有多少枚金牌啊？” 这个问题
并不在姜金玉的演讲词里， 她并不知
道答案呀。 随后， 更多不在讲解词里

的问题抛过来： “阿姨， 国际奥委会
在哪儿办公啊？” “阿姨， 奥林匹克运
动会是谁创办的呀？” ……她顿时不知
所措了。 一位老师看出来， 赶紧帮她
解围： “同学们， 这些问题就是老师
今天要留的作业， 是我不让阿姨告诉
你们的。” 当时感到无地自容的姜金玉
意识到， 只把讲解词背熟是远远不够
的， 她需要积累更多相关的知识储备，
才能不被别人问倒。

为此， 姜金玉跑遍了北京冬奥组
委的各个部门， 把很多工作人员都给
问 “烦” 了。 她还利用业余时间泡在
首钢档案馆， 甚至亲自登上高炉， 向
以前的老炉长请教冶炼技艺。 也正是
一次又一次的提问、 查阅和实地探访，
让她在这个从旧工业遗存演变而来的
新冬奥园区里成为了一名 “百晓生”。

细节是衡量服务品质的重要标准。
每次接待前，姜金玉都会检查自己的妆
容：口红深浅，粉底打的匀不匀，皮鞋亮
不亮，衣服是否整洁……客人的需求也
同样考验着讲解员的服务，哪怕是一个
眼神、 一个动作都需要讲解员去关注、
去解读 。 随 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
参观群体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80多岁
的老人到一年级的小学生， 从环卫工
人到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 姜金玉始
终按照来客的身份关注角度和热点 ，

从不同视角编写解说词， 讲解的语速
和声音大小也是按个性化制定 ， 让
每次讲解都能给客人带来不一样的体
验。 截至目前， 姜金玉已承接了不下
3000次的参观讲解任务。

冬奥会脚步越来越近， 首钢园的
新功能不断增加， 姜金玉越来越忙了。
刚开始只讲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里的
一个展厅， 现在整个首钢园北区都要
讲解。 “四块冰”、 石景山、 大跳台、
服贸会区域、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展示
中心、 筒仓展厅， 都成为了姜金玉展
示自己的舞台。 而随着任务量的不断
增加， 姜金玉也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
的思考。 “原来我只讲这是什么， 现
在还要讲来源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她坚信讲解员讲出的东西是活的， 要
运用自己的语言习惯， 为材料和内容
赋予生命。 同时， 要用生动的故事和
案例让大家沉浸其中， 而不是一笔带
过的走马灯。 她结识了无数曾经奋战
在不同岗位上的首钢工人， 拜访了无
数用汗水炼出铁水的首钢老劳模， 精
确到每一个瞬间、 每一处点位， 把首
钢故事也 “浇铸” 进冬奥故事里。

服贸会期间， 姜金玉还参与体验
了一下两个客服中心的管理工作。 在
她看来， 首钢园在不断成长， 自己也
要跟上节奏，在不同领域拓展自己。 姜
金玉说：“服务将是园区未来的主题，也
是我们未来的使命。讲好冬奥故事， 讲
好首钢故事， 我们首钢工人做得到。”

李红继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安全主管

从手拿铁锹大锤到手握对讲机 ，
从只盯着高炉铁水的 “出铁一招儿鲜”
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安保多面
手”， 首钢园服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安
全主管李红继， 用五年时间成为了首
钢园区内的安保专家。

2016年初， 北京冬奥组委入驻首
钢园区， 正式拉开了首钢服务保障冬
奥会筹办的序幕。 高炉的炉火已然熄
灭 ， 但李红继心中的圣火已经点燃 。
他带着30余名首钢留守职工来到北京
冬奥组委办公区西十筒仓， 开启了现
场安保工作的生涯。

转型之初， 首钢园服公司请来专
业保安公司， 为李红继等人进行了为
期一个月的专业培训， 又针对着装、精
神面貌、服务礼仪等专业安保知识进行
了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光是着装，
就难倒了我们这群新保安。 ”李红继回
忆说，“当时发的首套制服是一套冬装，
里边是衬衫，外边是冬常服，要求打领
带，一个老大哥跟我说，结婚时都不会
打领带。后来我们上网跟着视频一点一
点学，打了无数回才像点样子。”经过系
统培训，李红继和他的团队发生了质的
变化，着装统一、整齐规范、指挥到位，
这些安保新面孔成为了北京冬奥组委
办公区的第一道安全防线。

李红继带领的服务团队主要承担
着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及周边的交通
引导、 秩序维护、 安全消防、 大型会

议、 客户咨询等安保服务， 李红继深
感责任重大， 因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
区是首钢对外形象展示的窗口， 安保
更是第一道与客户交流沟通的窗口 。
于是 ， 他每天都利用班前会的时间 ，
时刻提醒大家代表着首钢人的形象 ，
并且要求大家要主动服务、 靠前服务、
优质服务。 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 李
红继发现暴雨将至， 赶紧带着队员把
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各楼层窗户关好、
安排备用雨具 。 霎时间 ， 狂风大作 ，
暴雨倾盆。 不多时， 停车场积水已没
过小腿肚子。 “车场是整个办公区的
唯一通道， 所有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
人员都要从这里进出， 这个口必须保
证畅通！” 李红继不顾全身湿透， 带着
队员冲进雨中， 疏导、 指挥车辆进出
停放， 赢得了工作人员的赞誉。

原来干炉前工， 要求体力强， 但
没有那么细致， 只要能保证生产安全
就可以了。 但负责安保服务工作以来，
对北京冬奥组委的各个角落 、 线路 ，
从高空到低空， 从人到物， 所有的都
要检查一遍， 事无巨细， 不落下一点。
这是李红继转型以来最直观的感受 ，
但他相信， 只有首钢人最了解首钢园
区 ， 哪里有死角 ， 哪里要重点防控 ，
早就在他心里画成了活地图。

每天， 李红继带领60余人的服务
团队， 要对辖区近11万平方米的652个
监控点位、 495个消火栓进行巡查， 坚

持每两小时必须巡检1次， 实时掌控各
区域情况。 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2100
个门， 为做好安保工作， 他主动制作
钥匙墙， 统计重点区域钥匙数量7000
多把， 并全部编号、 排序， 位置用途
一目了然， 一旦出现报警等情况会拿
着钥匙迅速到达现场。 春节期间是加
强检查防范的重点时期，李红继始终坚
守在第一线，按照工作安排带领大家做
好区域内各点位巡视检查等各项工作。
除夕当天，他们要对北京冬奥组委办公
区、冬训中心、大跳台的安防、消防监控
进行巡视 ，同时 ，还要对中控室 、巡逻
岗、门岗、访客停车等岗进行检查，点位
多重，工作量大。 还会定期加大巡视密
度，查找安全隐患，特别是一些角落，如
果发现堆放了易燃物品，他们会立即进
行处理， 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保
证客户的安全。

随着2022年冬奥会日益临近，首钢
园区呈现出活动级别高、频次多、任务
重的特点。 而连续五年来，李红继和他
的服务团队凭借过硬的技能和素质，让
客户的服务满意率始终在90分以上，并
实现客户零投诉。 现在，新的挑战又摆
在了李红继面前。如何在冬奥会期间让
安全团队与其他团队配合默契？如何快
速提升安保服务人员的英语服务水平？
李红继工作之余，一直将这些问题搬出
来和同事一起探讨研究。他说：“我们服
务的不仅仅是新首钢园区和冬奥会，我
们服务的是未来京西的新地标， 咱们
转型不能只转职业 ， 还要转换思维 ，
得把问题想到前面。”

三高炉曾是李红继挥汗如雨 “战
斗 ” 过的地方 ， 如今 ， 他一身制服 ，
步履威严， 用新职业、 新形象、 新技
能守护着焕发新颜后的十里钢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