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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你们雕刻时要注意安全，雕刻食材除

要心细外，对腕力要求也高，我们平时都是

通过切报纸丝来练习……”这是厨师长崔

江胜第 2次站在他最熟悉的工作场地——

北京大学会议中心勺园西餐厅，为北大学

生“授课”。

2022 年 5 月，北京大学会议中心推出

了“新时代奋斗者情景故事会”（以下简称
“情景故事会”），崔江胜等 10 位一线员工

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各自工作场景中向学

生讲述自身职业奋斗故事——在中关新园

地下库房，采购员张明跃向学生介绍不同

品类的采购门道；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

会场服务员陈婧婧和学生一起体验桌面物

品摆放等工作；在勺园 7 号楼 2 层的勺园

厅，餐厅服务员陶柳伶讲述为练好端盘子

技能，胳膊练得抬不起来的职业经历……

“干后勤多是体力劳动者，是‘不上讲

台的老师’，有着服务与教育的双重角

色。”北京大学总务部部长张胜群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2021 年年底，北大

会议中心从近千名员工中选拔出 30 名代

表，将他们的职业成长故事编写成图书

《劳动最光荣——燕园里奋斗者的故事》，

又从中选拔 10人作为情景故事会和《劳动

教育实践》慕课主讲人，“这是新世纪以来

北大第一本专为普通劳动者出版的图书，

也是首个由后勤部门发起的被纳入本科教

学改革的慕课项目”。

初到北大 心有不甘

2002年 3月 26日，在坐了 36小时硬座

火车，跨越 3000 多公里后，18 岁的陶柳伶

抵达北大勺园 2 号楼，开启为期一年的实

习生活。

“和预期差别太大了。”在勺园 7号楼 2
层的勺园厅，身穿黑色工作服，化着淡妆的

陶柳伶，向学生讲述初到北大的不甘。

她实习第一站是客房部，主要负责留

学生公寓的卫生打扫工作。上岗第一天，看

着同龄的学生在房间里认真读书，而自己

却穿着一身灰土色的工装，蹲在地上清理

垃圾篓，内心五味杂陈。没多久，她又被分

配到餐饮部服务员岗，她自嘲“就是个端盘

子的”。

“这可是个体力活，踩着高跟鞋端盘子

要又快又稳。刚开始从端砖头练起，后来换

成了盖杯、汤碗，经常练得胳膊都抬不起

来。”陶柳伶邀请学生们体验端盘子要领和

折口布花技巧。

工作心态的转变源于一次特殊的服务

经历。2002 年 12 月 3 日，时任国家主席江

泽民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到北大发表演

讲，陶柳伶被选为贵宾室和主席台服务人

员。活动当天，她站在两位国家元首身后提

供会场服务，姿态沉稳。

“在新闻联播上看到自己，兴奋得说不

出话。没想到小服务员也能大有作为。这也

让我深刻感受到任何工作都存在价值和意

义。”此后，陶柳伶下定决心勤练中餐摆台、

花艺及酒店英语口语等业务技能，逐渐从

一名普通服务人员成长为接待政要的骨干

员工，并获得了北京市首届业务技能大赛

“餐厅服务技师”称号。

今年 34岁的王悦亭初到北大时，也是

“心不甘情不愿”。

“在一层大厅领位，冬天特别冷，一

站就是一天。后来调到了二层，就是刚刚

同学们进来的电梯口领位台，重复说着

‘老师您好，请问有预定吗’。”在勺园 2
号楼 507室，王悦亭开启了她面向北大学

生的第一堂劳动思政课。

她向学生们回忆道，她背着父母将高

考志愿改为航空服务专业。本想着毕业后

穿着鲜艳的制服飞翔在蓝天白云间，结果

却做了一名餐厅领位员。职业的落差一度

让她陷入迷茫。

“既来之则安之。我看着进出的师生孜

孜不倦地从书籍中汲取知识，他们对知识

的渴望冲击了我。妄自菲薄、怨天尤人不如

努力向前！”在北大浓厚学习氛围的感染

下，她通过学习获得了职业发展——2013
年，由领位员调岗至餐饮部文员岗位，并参

加了北大第十一期平民学校，学习政治、经

济、管理等课程；2014年，成功应聘成为会

议中心综合办公室职员。

张兴惠来到勺园工作的时间更早。

1997 年 6 月，初中文凭的他入职勺园房务

部服务员岗位，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负责

8号楼 2层 24间客房的保洁工作。

“客房打扫主要是地面清扫、倒垃圾、

铺床。铺床也是个体力活。”在勺园 9 号楼

618 客房，他向信息管理系 2022 级硕士生

们展示着甩床单的绝活。只见他正面朝上

将干净的床单前段抻开，抓住床单近身一

端的两条边线，抬起并猛得用力下压，床单

发出清脆响声并平落在床垫上。

他坦言，曾因“男孩子做铺床的工作没

面子”而自卑，但因为臂力强，他甩床单总

是又快又平整，获得同事和住客师生的认

可，才逐渐转变了职业观念，“职业不分高

低贵贱，干得舒心快乐最重要”。

在北大后勤工作的 25年，除客房服务

员外，张兴惠还做过值班员和安保员。2020
年，他作为党员突击队成员，协助负责新校

区 1号楼 700余位师生的后勤保障工作。

“早上 6点忙到晚上 12点，隔 1-2小时

就去楼里巡视，检查窗户是否稳固、床边的

护栏和梯子是否松动。每天早上新生集合

时，我就站在大堂，和他们混个脸熟，只要

有需要就能及时找到我。”张兴惠和学生们

围成一团，继续讲述着自己的职业成长故

事，“我通过成人高考获得大专学历，2019
年，还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国庆 70周年群

众游行活动方阵。”

“在现场，很多学生都很感动，也在面

对面交流和岗位体验中感受到了这些平凡

的体力劳动者的不易和伟大。”新闻与传播

学院 2021级硕士生宋宇昊、季思岑告诉记

者，2022年年初，他们作为学生记者参与到

了由校党委书记郝平亲自作序的《劳动最光

荣》一书的采访、写作以及情景故事会”的拍

摄中，“以前只采访过师生，第一次深入后勤

一线采访为我们服务的劳动者，既是一次专

业实践，也是一次劳动思政课体验”。

北大对劳动者的重视可追溯到 1918年
创办的平民学校，也就是“校役夜班”，时任校

长蔡元培以“劳工神圣，人人平等”为宗旨，邀

请傅斯年等学术大家为北大工友授课。

“这种形式的劳动思政课既传承了‘劳

工神圣’精神，增加劳动者职业荣誉感，也

是对新时代劳动思政课的一次创新探索。”

张胜群坦言，1983 年到北大求学，40 年来

的学习工作经历，让他逐渐关注、熟悉、理

解校园劳动者，“真正感受到燕园里平凡劳

动者努力向上的精神”。

“不管干什么，都要干出
北大水平”

相较于陶柳伶等人的不甘，崔江胜来

到北大更像是潜心筹备后的如愿以偿。

作为北大特色餐厅，勺园西餐厅深受

师生喜爱。

2022年 5月 2日，在西餐厅负一楼，崔

江胜头戴白色厨师帽、身着黑色厨师服，为

历史学系学生带来一节难忘的毕业大课。

“14位考官，84道餐品制作，长达 1小
时的提问……从原料选用到菜品由来，从

各国饮食风俗到厨房管理经验，从投诉处

理到餐厅经营，整个面试下来就一个感觉，

北大的厨师难当啊。现在给北大学生上课

更难为我了。”自称为典型劳动人民的崔江

胜，略带紧张地向同学们回忆道，2014 年

应聘勺园西餐厅厨师长时的场景。

如愿入职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开荒保

洁”。那时西餐厅处于刚简装完的半工地状

态，地上满是灰尘和装修垃圾。崔江胜带领

刚组建的后厨团队清扫卫生、设计厨房布

局、制定设备物资方案，直至 2015年 12月
24日，勺园西餐厅第一次面向师生敞开大

门，顺利接待了燕京学堂 150名留学生。

2021 年，勺园餐厅美食节正式上线。

从 4月的“俄罗斯美食节”到 10月的“披萨

品鉴”，再到 11月的丝绸之路美食汇，崔江

胜研发的伊朗油炸三角、意大利红茶奶冻

以及用食材雕刻的比萨斜塔、骆驼等吸引

了不少师生前来打卡。

9 年来，崔江胜多次代表勺园参加校

外比赛。2021 年，他以一道“海鲜卷”美

食获得北京市第十一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

赛西式烹调师冠军。面对学生的好奇心，

他详细讲解了制作过程：虾肉做主体，酿

上金枪鱼和鲷鱼，外边包竹炭粉，用黄绿

两种颜色的角瓜编织成网包裹海鲜卷，火

候最为关键，蒸 10分钟最佳。摆盘、配菜的

选择也大有讲究……

与崔江胜一样，吴俊林也是一位围着

几十平方米后厨转的厨师。 2016 年 10
月，他从老家安徽芜湖来到北京大学应聘

成为勺园中餐厅厨师长。

相比于西餐厅，中餐厅多了些烟火气。每

到饭点，打印机吐出一节节订单，后厨 8个灶

台齐开火，位居菜单榜首的西湖醋鱼、越式牛

肉粒等菜品不一会儿就摆至师生的餐桌上。

因常年颠勺，吴俊林左手的力气比右

手大许多。但为保持菜品口感和人气，中餐

厅仍很少用切片机、切丝机等成品加工设

备，都由厨师们亲自改刀、加工食材。

“出锅前在锅边喷生抽，豉香味就出来

了，要是往锅里喷，就只有咸鲜味。”2019
年，吴俊林担任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

员，在和学生王晓露、杜翊铭交流时坦言自

己是一个“枯燥”的人，工作之余，他的爱好

是刷各类美食制作短视频，“菜即人品，厨

师三天不练手生，常练才能常新”。

同为安徽人的辛攀登在北大工作已有

24 年。1999 年，18 岁的他职高毕业后成为

北大的一名保安。

“任务结束后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

闪而过的镜头中的自己，兴奋得要跳起来。”

2023年 4月 26日下午 2点，北京大学百周年

纪念讲堂观众厅舞台后方，辛攀登向 20余名

本科生讲述了 1999年 6月 29日，迎接时任美

国总统克林顿车队的故事。“那时我在北大

西门站岗，内心很紧张，非常害怕出错。”

“辛老师分享时说‘不管干什么，都要

干出北大水平’，这对我触动很大，面对学

习困难和未来职业选择，我们都应该不畏困

难，踏实前行。”元培学院 2022级本科生杨

博谦告诉记者，作为新生，他对这种近距离

互动交流的劳动思政课更感兴趣，“这堂课

让我们关注到一直为我们默默服务的工作

人员，真实感受到普通劳动者奋斗的力量”。

据会议中心主任胡新龙介绍，会议中

心下辖对外交流中心、百周年纪念讲堂、勺

园、中关新园 4个管理部，承担着学校对外

接待、组织会议与学术交流、服务师生食

宿、开展文化活动等一系列工作。

“平凡的职业故事是劳动思政教育最

为鲜活、最为动情的教材。”胡新龙向记者

介绍道，以往的后勤劳动教育形式过于机

械生硬，很难给予学生生动、持续的劳动感

悟。为此，会议中心一方面通过学生记者面

对面采访一线劳动者，将获得的一手材料

编写成书；一方面，策划情景故事会，使崔

江胜等劳动者以主讲人的身份近距离向学

生讲述职业故事，让其感悟体力劳动者们

的奋斗精神。为进一步扩大劳动思政课覆

盖面，会议中心还邀请劳动者们面对镜头

录制慕课，“真正像老师一样为学生授课”。

“在职业中找到被需要的感觉”

“对服务来说，100减 1等于 0，这门学

问没有教材，只能在实践中试错、总结，做

到服务于客人开口之前。”在北大英杰交流

中心月光厅，会场部部长陈婧婧和医学预

科 2021 级学生一起体验桌面物品摆放等

会务现场服务工作。

“你们可能觉得会场服务就是摆摆椅

子、倒倒水，没什么难的。但每一场会议活

动结束前，我都是高度紧张的。”她举例称，

一个常规会议开始前，需和主办方确认桌

椅摆放型式、背板文字、桌卡等物品，就连

杯子的摆放也需模拟练习数十次——杯子

把手呈右方 45度摆放；提前 10-15分钟把

水倒好，以免水温过高；开杯盖时要立一

下，防止水珠滴到会议文件上……

近 20年来，陈婧婧见证了对外交流中

心的发展，也从一名基层服务人员成长为

保障重大会议活动的主力员工。

今年 57 岁的郐俊明在讲堂从事保洁

工作已有 30 年。和学生交流时，他说的最

多的词就是“勤快”“用心”。

“尽管我是一名普通的保洁员，没有接

受过高层次教育，但只要工作做得好，也会

得到大家的尊重。”农村出身的郐俊明有着

最朴实的工作态度。

工作日，他总是最早到岗，清扫周边环

境卫生。下班前，他总要再检查一遍卫生。若

遇到暴雨，他会挽起裤脚，穿着拖鞋，弓着身

子仔细地清扫台阶积水。疫情期间，防疫消

杀任务艰巨，他坚持在工作一线，门把手、水

龙头、开关面板、洗手台等都一尘不染。

“干了 30年的保洁，腻吗？”

面对学生的提问，郐俊明不好意思地

笑了笑说：“干着挺有意思的，现在保洁不

仅要体力，更要有脑子，设备更新换代快，

我得多研究。”

如今，郐俊明已经是讲堂管理部运行

保障办公室主管，但他始终不忘反哺家乡，

自费为村里购买音响和图书，激励更多的

孩子走出农村，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在北大校园，像这样的劳动者还有

很多——9 年来，中专毕业的中关新园

安保员郭泽宁，日复一日地穿着深色的

制服和帽子巡查过往车辆和访客，照顾

过深夜生病的学生，也解救过爬上树的

流浪猫；同为安保员的邵华在雨水即将

倒灌电箱时，冒着危险蹚水钻进门洞切

断电源；还需用煤炭供暖的那些年，司

炉工李刚在每个寒冬时节的清晨，握着

长长的钢钎在炉膛里翻动煤层，为还在

梦乡的师生送去温暖……

“他们的职业经历生动诠释了‘劳动

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的内涵。对学生尤其

是即将步入职场的毕业生来说，身边人的

奋斗故事更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

观。”谈及劳动思

政课的策划初衷，

北 京 大 学 党 委 常

委、副校长、总务

长董志勇表示，未

来，将进一步联动

思政教育与劳动教

育，探索劳动思政

课新模式。

北京大学探索劳动教育改革

“端盘子的”“掌勺子的”受邀为学生授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教育被提升到
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同等地位。北京大
学将高校后勤中学历不高的体力劳动者们
作为劳动思政课“老师”，赋予其服务功能
之外的教育功能，是立德树人教育的一次
创新实践。

北京大学对劳动者的重视可追溯到
1918年创办的平民学校。时任校长蔡元培
以“劳工神圣，人人平等”为宗旨，创办“校
役夜班”，邀请傅斯年等学术大家为北大工
友授课。这里的工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的后勤劳动者。

围绕劳动教育创新，2021 年年底，会
议中心萌发了为劳动者出书，让他们从“幕
后”走向“台前”为北大学生授课的想法。

依据工作年限、奋斗经历、取得成绩
等标准，从近千名员工中挑选出30位体现新
时代奋斗者精神的代表，组织学生记者深入
他们工作一线，通过亲身体验和直接交流获

得一手采访资料，并撰写成文，形成图书
《劳动最光荣——燕园里奋斗者的故事》。

据北京大学总务部部长张胜群介绍，
该书是新世纪以来北大第一本专为普通劳
动者出版的图书，由学校党委书记郝平亲
自作序，书名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劳动的
论述——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全书14万字，配有“记
者手记”和“劳动者之声”，丰富阅读体验。

制作书籍的同时，会议中心又从中选
择10位员工代表，组织了“新时代奋斗者情
景故事会”，相较于图书的静态，情景故事
会更像是一堂流动的新时代劳动思政课。

主讲人将自己的职业奋斗故事浓缩在
40分钟以内的口述中，在自己最熟悉的工
作场地中，讲着属于自己在燕园奋斗的故
事，诠释着平凡的劳动者对“劳动是财富的
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
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的理解。

在勺园 9 号楼客房，张兴惠向同学们
展示“甩床单”技艺；在英杰交流中心会场，
陈婧婧邀请同学们上台体验桌面物品摆

放；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蒋湘萍在观众厅向
同学们讲解如何使用激光笔精准快速地指
向确定位置，辛攀登则在舞台大幕后，分享
他从一名保安成长为舞台技术负责人的青
春岁月……自2022年5月至今，情景故事
会已举办14场，覆盖15个院系。从写稿、改
稿到试讲、正式开讲，这对第一次公开演讲
的劳动者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中
有的人在试讲过程中“甚至紧张得发抖”。

“我们组织了多轮专业培训和集体备
课，帮助主讲人厘清思路，让主讲人找到自
己最舒服的表述方式。”会议中心主任胡新
龙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扩大劳动思政课覆盖
面，他们又制作了10节《劳动教育实践》慕课，
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劳动教育理论课”配套，
计为劳动教育课程。这也是首个由后勤部门
发起的被纳入本科教学改革的慕课项目。

从“劳工神圣”到为新时代燕园奋斗者
著书，从为工友开班授课到后勤人“上台”
为学生上课，变化的是师与生的角色，不变
的是对劳动者一以贯之的尊重和劳动育人
的精神内涵。

燕园里的特殊思政课

从一名保安成长为百周年纪念讲堂舞台技术负责人，辛攀登在讲堂观众厅向学生展示舞台灯光

操控。
勺园安保部张兴惠在客房指导学生铺床。

本组图片均由北京大学会议中心供图

对外交流中心会场服务工作者陈婧婧邀请学生体验桌面物品摆放。 在勺园西餐厅，厨师长崔江胜教学生体验食材雕刻。

百周年纪念讲堂服务工作者蒋湘萍，在观众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在中关新园地下库房，物资采购负责人张明跃向学生讲解采购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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