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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地区环境卫生管理所王府井步行街班组：

北京稻香村技艺传承人、粽子制作技师廉淑虹：

传技能讲手法提高产品品质

2013年， 作为北京稻香村技
能培训专员的廉淑虹负责手工糕
点、 月饼和粽子的技能培训。

在酥皮糕点的制作过程中，
廉淑虹从包酥、 下剂、 包球再到
最后的码盘工序， 严格按标准手
把手指导职工。 由于下剂和包球
是技术和劳动效率要求比较高的
工序， 也是新老职工存在差距比
较明显的工序， 因此， 她将培训
重点放在这两道工序。 通过前期
的准备和培训， 职工的操作技能
不断提升， 使得产品质量保持稳
定。

月饼皮薄馅大， 没有一定的
技能经验是包不上的。 面对技术
难点， 在培训过程中， 廉淑虹耐
心讲解传授， 并要求职工们包出

的球、 皮馅必须均匀。 最终经她
培训出的人员不仅手法一致、 技
术过硬， 而且还提高了出品率，
降低了残品率。

在包粽子技能培训中， 廉淑
虹先对流程步骤进行讲解， 让职
工了解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
考核标准， 将基础工作做扎实，

再逐步提升操作速度， 并随时根
据不同人员技能掌握情况有针对
性进行跟踪指导， 力求学员能够
尽快达到上岗水平。 此外， 培训
期间， 廉淑虹不仅讲流程、 传技
能， 还对有需求的职工进行心理
疏导， 并通过讲述自身心路历程
为职工解压， 让职工从心底里愿

意迎接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重细节除隐患提升工作效率

2014年， 廉淑虹被任命为南
点班组现场管理人员， 负责车间
产品、 人员管理工作。 在管理岗
位上， 廉淑虹细心认真， 不断优
化班组管理。

南点班组虽为手工班组， 但
是每个班组都有打馅或压面等设
备 ， 每逢中秋还要增加成型设
备， 每台设备都有多条气线、 电
线。 廉淑虹要求班组悬挂线路，
让线路不接触地面， 以便保持操
作环境的整洁卫生。

在烤盘的使用过程中， 由于
上盘这一道操作工序需要职工来
回挪动装烤盘的架子， 不但费时
费力， 还存在安全隐患， 此外，
长时间拉动架子还会导致地面磨
损。 廉淑虹及时联系维修人员，
将放烤盘的架子加装万向轮， 如
此一来， 不仅降低了职工推拉架
子带来的劳动强度， 而且降低了
推拉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并对地
面形成保护。

老式月饼自来红深受消费者
喜爱。 自来红在生产过程中每次
需要擀四个剂子， 容易造成剂子
的长度、 圈数不匀， 产品打戳处
容易起泡。 为此， 廉淑虹将每次
擀四个剂子改为擀两个剂子， 并
将此操作形成固定流程在班组执
行。 在自来红切馅环节中， 光滑
的地面使擀馅切刀人员无法站稳
发力 ， 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 于
是 ， 她在地面铺设了一块防滑
垫， 既减少切馅人员劳动强度，
又避免了人员滑倒。 自来红饼身
上的棕红色圆圈叫作 “魔水戳”，
独特之处在于打戳时没有颜色，
烤制完后才会出现红色戳记， 这
也是自来红名字的由来。 在自来

红打戳环节中 ， 打戳人员 “魔
水” 沾多了容易流泪， 沾少了戳
打不上 ； 手劲大了容易使球裂
开 ， 手劲轻了容易出现半戳现
象 。 而这些均需等产品烤至结
束、 “魔水” 加热上色后才能明
显进行区分。 针对这一问题， 廉
淑虹苦思冥想， 依据 “魔水” 受
热发生化学反应会变色的原理，
将调配好的 “魔水” 先加热一段
时间使其变成红褐色后再进行打
戳操作。 这一工艺改进有效提升
了打戳质量， 提高了班组的工作
效率。

勤观察多动脑改进多项工艺

要说廉淑虹最拿手的， 还是
粽子包制。 她不但将自己包粽子
的技能毫无保留传授给新同事，
在做好传帮带的同时 ， 还勤观
察、 多动脑， 提出了多项改进措
施。

包粽子需要使用绑线线轴，
在粽子绑线只剩下少量时， 操作
人员拉绑线容易造成线轴倾倒，
影响工作效率。 为了便于使用，
很多职工会把剩下的少量绑线绑
到另外一个新线轴上， 但这样做
费时费力。 在廉淑虹的建议下，
班组制作了几个带轴芯的底座，
帮助固定线轴， 一举解决了这一
问题。

在包粽叶的过程中， 操作人
员会将坏叶挑出不再使用， 造成
一定程度的浪费。 为此， 廉淑虹
将职工挑拣出来的坏叶统一回
收， 让剁叶人员剁成包竹筒用的
小叶子， 经清洗挑拣后使用。 经
推算， 按照每天生产8000个竹筒
计算， 可节约60公斤成品粽叶，
在端午节粽子销售旺季更可节约
1320公斤粽叶， 达到了节约成本
的目的。

王府井大街全长892米 ， 总
面积37800平方米 ， 日均客流量
达5万人左右， 节假日人流量每
天可增至10万人左右， 有着 “金
街” 美誉。 北京市王府井地区环
境卫生管理所王府井步行街班组
24年来一直服务于王府井步行街
及周边环境保洁 、 垃圾分类清
运、 冲刷降尘、 物业服务工作。
今年， 该班组荣获北京市工人先
锋号。

王府井步行街班组共有职工
39人， 平均年龄45岁。 为做好步
行街精细化保洁工作， 他们自创
了 “网格化保洁作业模式”， 撤
掉了原有步行街上所有的果皮
箱， 对步行街按照面积、 污染量
和重点商户分布划分为26个区
域。 并结合步行街的保洁特点，
配备了 “八大件” 作业工具， 即
腰包 、 手台 、 四分类移动保洁

车、 镊子、 橡胶手套、 扁铲、 喷
壶、 毛巾。 保洁员随身携带这些
作业工具， 快速清理街上地砖、
座椅缝隙里的烟头等污物， 极大
方便了保洁员日常保洁工作。 自
撤掉果皮箱后， 为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 职工们自己设计 、 改造
“一车四分类移动保洁车”， 并明
确作业标准、 作业路段及工作流
程， 确保保洁员3分钟之内可以
随时接收游客丢放的垃圾。 同时
宣传垃圾分类， 对游客错误投放
的垃圾进行纠正， 在做好保洁员
的同时， 又做好垃圾分类的 “指
导员” 和 “宣传员”。

王府井步行街班组在网格区
域内人均日行两万步， 将网格具
体化做到 “路上有网 、 网中有
格、 格中有人”， 实现了垃圾不
落地， 可以 “席地而坐” 的作业
标准。

为配合王府井商业街区转型
升级 ， 打造环卫 “金街 ” 新名
片， 王府井步行街班组保洁新装
亮相 “金街”。 新装本着统一工

种 、 统一标准 、 便于管理的目
的 ， 通过服装颜色和样式的改
变 ， 达到快速贴合东城区文化
“金三角” 区域协同发展的规划

理念 ，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清洁
感。 伴随着日月星辰， 王府井步
行街班组每天精心为 “金街” 梳
洗打扮， 喜迎八方游客的到来。

“网格化保洁作业模式”扮靓“金街”

自1996年加入北京
稻香村， 北京稻香村技
艺传承人、 粽子制作技
师廉淑虹不仅在技术
上严于律己， 还利用自
身的专业技能特长， 优
化管理、 改进技能， 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技能过
硬的手工操作人员， 让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北京稻香村京式月饼手
工制作技艺得以更好传
承。

倾情传授技艺 弘扬传统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