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王秀春， 是在中国奈曼版画创作培训基地。 她穿着
工作服， 正在擦拭版画， 一幅接一幅， 手脚麻利。

奈曼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尔沁沙地与东北平原的
交界地带，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在此交汇， 多样的地形地貌
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为版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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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专职创作的话， 3个多月能完成
一幅版画作品。 我上午做保洁， 下午创作， 有展
览的话会参加布展工作， 一年大概能完成两幅作
品。” 王秀春说。

在王秀春看来， 版画创作是一种等待的幸福。
“在不断付出劳动后， 总会等来一个结果， 可能是
成功， 也可能是失败， 这一点让我学会了理解与
尊重。”

勤补造化， 功酬苦心。 2014年7月， 王秀春的

版画作品 《沙漠深处》 入选 “1949—2014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内蒙古自治区美术作
品展。 这是她的作品第一次被选入高端展览， 这
让她对版画创作更有信心。

“只要你努力，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
的自己。 ”过去10年间，王秀春凭借着对版画的热爱
和刻苦学习，逐渐成长为版画创作的行家里手。

到如今， 王秀春的版画作品8次入选内蒙古自
治区美术展览， 3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展

览。 2019年8月， 王秀春的版画作品 《质变》 入选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那一刻， 她都有点
不相信这个结果。

“全国美展是多少画家的梦想， 而我只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保洁员， 所以， 我想对大伙儿说只
要你想学，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你在学习上花
的功夫与时间 ， 都会在今后的某一时刻给你回
报。” 王秀春说。

摘自中新网

一年前， 和有些企业一样，“职工
抱怨加班多，企业留不住人”。 这种状
况困扰着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的
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顿
常州工厂)。

如今， 职工抱怨加班的声音在伊
顿常州工厂几乎消失了。 这种变化，源
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2022年，常州市天宁区总工会将伊
顿常州工厂定位为首批“产改”试点企
业，实行“一企一策”，每家试点企业确
定一项“产改”重点课题谋划推进。

伊顿常州工厂将 “一线产业工人
的权益维护”确定为重点课题，将突破

口聚焦到改革薪酬体系。
伊顿常州工厂是伊顿电气集团在

大中华区的29家工厂之一。作为一家外
资企业，以前，职工每月收入由基本工
资和浮动部分组成，浮动部分主要为月
奖和加班费，其中月奖占比较少，重头
在加班费。

“加班费是根据加班时间来定的。”
伊顿常州工厂人力资源部经理张清说，
这种薪酬体系造成职工加班成为常态，
工作效率却被忽略了。 2021年，工厂产
能达到了历史新高，但一线职工的流失
率也始终居高不下。

为了将“产改”落到实处，伊顿常州

工厂提出对一线职工的奖金政策进行
优化，改变过去以加班时间来定加班费
的通行做法，转而以实际产出来确定奖
金，“不提倡加班”。

“新政” 得到了集团总部的支持，
2022年4月率先在成套车间实行。

“一开始，我对‘新政’也有怀疑，但
实践下来，加班少了，收入真的多了。 ”
成套车间接线组组长巢瑛在工厂工作
已有26年，她与组员捆绑考核，大家团
结合作，优化工序，实现高效生产。

试点不到6个月， 就有了喜人的变
化：职工平均加班时间降了50%，人均
效益增长了25%， 人均月收入增加了

700多元。
于是，“新政” 面向所有车间推开。

250多位一线职工依据工作实绩， 对自
己当天或当月的产出进行准确计算，多
劳多得。

巢瑛说，大家的心态也变了，由“为
企业工作”变成“为自己工作”，“过去推
脱，现在抢活干”。

加班少了，效率高了。“最明显的是
职工流失率大大降低。”张清说，加班管
控、效率提升已成为伊顿常州工厂的竞
争优势，今年以来，集团已有6家兄弟工
厂前来取经。

摘自《工人日报》

职工加班少了，收入反倒增加了

内蒙古保洁大姐

10年“偷师”
逆袭成版画家

47岁的王秀春原是一名针织厂女工。 2013年
下岗后， 为了贴补家用， 她来到奈曼版画创作培
训基地做保洁。

奈曼版画源于著名的哲里木版画， 多以木版
为主， 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

大漠孤烟、 黄沙怪柳、 恬静的湖水、 圣洁的
羊群、 疾驰的骏马、 炊烟缭绕的毡房……奈曼版
画作品多以当地本土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为创作
题材。

在奈曼版画创作培训基地， 展厅和走廊挂满
了风格各异的版画作品， 王秀春主要负责这里公
共区域的卫生清理工作。

“工作一段时间后， 我对版画产生了很大的
兴趣， 但我没有任何基础， 便一边打扫卫生， 一
边偷师学艺。” 做保洁时， 面对挂在墙壁上的精美
作品， 王秀春会不由自主地驻足欣赏、 学习。

在基地， 奈曼版画艺术家创作作品的身影随
处可见， 保洁身份让王秀春有机会到各个工作室、

接触不同的版画名家。 得天独厚的优势让中专学
历的王秀春有了 “不务正业” 的便利条件。

然而， 王秀春的 “小动作” 并没有逃脱艺术
家的眼睛。 “喜欢你就学， 我可以教你。” 奈曼版
画艺术家宝乌兰巴拉的一席话坚定了王秀春学习
版画创作的想法。 在征得基地领导的同意后， 她
正式拜宝乌兰巴拉为师， 彼时她37岁。

“单位领导和艺术家给了我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一辈子心存感激。” 王秀春说。

俗话说，努力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而在王秀
春看来，越幸运就应该越努力。

“师傅是自治区级版画非遗传承人，在版画创
作上有很深的造诣，所以我更得努力，不能给师傅
丢人。 ”王秀春说。

从那以后，王秀春来单位的时间变得更早。 她
深知立志易、践志却难，想要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
挤出时间学习并非易事。

构思、画稿、上色、刻制、印制……王秀春每天
把本职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后，利用业余时间跟宝
乌兰巴拉学习。

从熟悉版画到绘画， 王秀春一步一个脚印创
作。单位忙的时候，她便把刻板带回家，利用休息时
间研究琢磨，一张又一张刻板在王秀春的刻刀下熠
熠生辉。

“首先是画稿，最早先画奈曼的特色怪柳，然后

跟着师傅雕刻版画模板，一步一步掌握版画技巧。 ”
王秀春说，师傅特别注重细节，而且对每一幅作品
都认真对待，花大量时间对细节进行刻画修正。

刻苦努力加之名师指导，让王秀春的版画水平
飞速进步。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只有中专文化，没有一技
之长，做任何事情都应脚踏实地，一心一意做好。 ”
王秀春说，她专注学习，只为奔赴更远大的未来。

下岗女工再就业

不负时光遇名师

凤凰涅槃成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