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泥条卷曲，肆意缠绕，数只手臂旁逸斜出。走进

法国艺术家开弥在景德镇雕塑瓷厂的工作室，几尊

奇特的泥人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 35 岁的开

弥，早在 10 多年前就到访过中国江西景德镇。此

后，她辗转于阿姆斯特丹、伦敦、布鲁塞尔等城市，

2015 年起定居景德镇。“景德镇自由和蓬勃的艺术

氛围，让我留了下来。”

2010 年 ，开 弥 还 是 一 名 在 荷 兰 学 习 艺 术 的 学

生，因为同学发起的短期项目而来到景德镇，被这里

的匠人师傅和城市气质所吸引。“景德镇有着属于自

己的节奏和独特气质，那些制瓷师傅对待陶瓷的耐

心让我很感动。他们制作的陶瓷是真正的艺术品，

不仅保留了传统手艺，更融入多元的想法，是有态度

的作品。”

在当地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开弥努力地学习

中文，如今她基本可以流利地说中文了。“交流多

了，就会发现不同地方在陶瓷创作方法上有着很多

差别。比如，景德镇的每道制陶工序都有专人操

作，分工明确，但在法国，艺术家往往是一个人完成

所有操作；又比如，景德镇的老师傅们对泥巴讲究

‘度’，认为瓷坯从湿到干是非常自然的过程，在西

方，我们则会选择人为干预，用纸巾、干布等来吸收

掉水分。这些交融、碰撞，让我对制陶有了新的思

考和创作表达。”

在开弥看来，景德镇的生活恰如制陶。“需要耐

心，就像烧制陶瓷时静待开窑；充满激情，就像开窑

时面对的未知和惊喜。”最近几年，景德镇一直致力

于培育陶瓷文化生态。2020 年 6 月，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同意在景德镇市设立“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开弥也愈发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巨大变

化，“不论基础设施还是生态环境，都在不断发展改

善，越来越好”。

“我第一次来景德镇时，当地罗家机场的航线远

不像今天这样多，更没有高铁站。”开弥感慨这座城

市的今夕变迁。如今的景德镇，城市配套设施和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旅游产业不断发展，有着陶溪川、

三宝村这样的打卡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的

咖啡馆交流想法，在艺术空间举办展览。思想的火

花在这里碰撞，带给艺术家们许多灵感。”

不仅如此，景德镇的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

通过加强大气污染源精细化管控、创新推进秸秆

综合利用等措施，2020 年，景德镇成为江西省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最高的城市。开弥喜欢随手拍

下 眼 前 的 蓝 天 白 云 。“ 有 时 我 会 去 附 近 的 村 庄 写

生，比如瑶里古镇里的村子，它们大都干净、整洁、

美丽。许多城市居民也会在周末前往乡村，亲近

大自然。”

传统与现代，城市与自然，东方与西方……各种

元素在景德镇和谐共生、有机融合。开弥打起比方：

“热乎的油条裹上沾着白糖的麻糍，既保留了油条的

蓬松又有麻糍的甜滑，再配上一杯咖啡，这就像是景

德镇的生活态度——跨界、混搭、开放、包容、多元。”

开弥最大的愿望，就是未来能在法中两国举办

个展，让更多人欣赏她的艺术作品。疫情防控期间，

她一直留在景德镇，安心创作。“对我而言，景德镇的

艺术生活是很棒的体验。”

法国人开弥——

“景德镇的艺术生活是很棒的体验”
本报记者 朱 磊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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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小康生活

“我眼里的小康生活，不仅仅是吃饱穿暖，更是

包括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谈起小康生

活，非洲津巴布韦小伙普罗斯珀·瓦沙亚来了兴趣。

今年 7 月 20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侨联的

组织下，瓦沙亚与几十名海外留学生一起参观了当

地的生态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数字化的智慧农

业、百姓富足的小康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鱼菜共生数字化工厂，在‘工厂化养殖’与‘无

土栽培’模式下，人们能够在水里养鱼、在水上多层

立体浮床上种植蔬菜。”

今年 33 岁的瓦沙亚从津巴布韦大学毕业后，于

2016 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进入武汉大学测绘遥

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继续学业。

求学期间，他听人说起德清地理信息小镇。“这

样一个小镇，竟拥有数百家地理信息相关企业，是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园区。”被小镇的

定位与发展前景吸引，硕士一毕业，瓦沙亚便来到

这个浙江北部的小县城。他加盟了德清数联空间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一名遥感分析工程师，如

今工作已有 3 年。

跟随瓦沙亚走在德清地理信息小镇，他如数家

珍般介绍起小镇充满科技感的特色。“打开手机应

用和卫星定位系统，你就可以轻松找到空闲泊车

位；打开实景三维平台，可以‘穿墙’看到室内环境，

点击楼层可以查看单位信息，‘透视’地面还能看到

地下管线……”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速度之快，让瓦沙亚赞

叹不已。“网约车、外卖等服务给人们生活带来许多

便利，这些都离不开地理信息科技的发展。正是因

为中国高度重视地理信息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融合，才促进了这些新应用的

发展，也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科 技 发 展 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的 重 要 支 撑

——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让瓦沙亚对此深有体

会。这也促使他结合工作思考，着手对非洲地区尤

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空间教育

状况进行研究，并与他人合作撰写题为“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理信息学教育和培训的现状：采取的举措

和挑战”的论文。

在德清数联空间、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德

清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会的支持下，瓦沙亚

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地理空间国际培训网络课程，并

担任主持人。“目前已经进行了 20 多期课程，参加人

次共计 600 多。”这一课程的开设，也促成了“一带一

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在德清成立。

今年 7 月，“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

获批成为 2021 年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

织合作平台建设项目。中心旨在助力中国地理信

息企业“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

养地理信息专业人才，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助力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瓦沙亚居住的德清高新区人才公寓里，有一

群和他一样从事地信行业的科技青年。工作之余，

他们会在小区内跑步、打羽毛球，去莫干山户外运

动，参加社区的端午、中秋民俗活动。“这里的生活

很温馨，还能为中国地信领域与国际交流作出一些

贡献，我觉得很有收获。”瓦沙亚说。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世界人民而言是

巨大的贡献，对远在非洲的我的家乡有借鉴意义。”

瓦沙亚告诉记者，“未来，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用于

家乡建设，为我们家乡发展进步尽自己的一份力。”

津巴布韦人瓦沙亚——

“对远在非洲的我的
家乡有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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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穿越五一商圈的热闹喧嚣，沿着黄

兴路一路向北，再拐进幽深的湘春巷，一家名为“吧

赫西点”的面包店映入眼帘。

轻轻推开玻璃门，店主乌韦·布鲁泽正将刚出炉

的面包摆进柜台。身后的照片墙，记录着他和妻子

多萝特·布鲁泽在中国生活 19 年来，参与当地帮扶

残疾人项目的点点滴滴。

布鲁泽夫妇是地道的德国人，但他们更希望别

人称呼他们的中文名字：吴正荣、杜雪慧。2002 年 3
月，这对金发碧眼的德国夫妇跟随一个慈善项目来

到长沙，与湖南省残联及相关机构合作，帮助 7 岁以

下的听障儿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

“通过训练，孩子们从什么都不会到可以说话、

表达流利，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夫妻俩

商量后，决定留下来，帮助更多孩子们听到声音。”杜

雪慧回忆道。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残疾人事业

不断发展。“中国的助残政策越来越好，各方面给予

残疾人的关爱越来越多，社会对待特殊群体的观念

也在转变，听障人士收获了更多幸福。”作为中国残

疾人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吴正荣非常感慨。

随着 2018 年《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的意见》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已在全国范围

内普遍建立、有效实施。“如今，孩子们一出生，医院

就会进行听力筛查。患有听力障碍的孩子，能够获

得国家助残项目的帮扶，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在语言

发育的黄金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杜雪慧

说，“经过训练，绝大多数听障儿童都能够像正常孩

子一样上学、生活”。

成立于 2010 年的长沙市开福区爱希会残疾儿

童服务中心，是一所专门为 18 岁前残疾儿童、青少

年及家庭提供康复特教、咨询辅导、技能辅导和贫困

援助等专业服务的特殊机构。这里每周都会为“因

残致贫”的家庭提供一到两节免费教学课程。曾在

德国任小学老师的杜雪慧在这里担任志愿者。在每

周听障儿童的语言康复训练课上，她会带领孩子们

进行呼吸训练、做口舌操等，帮助他们说话时稳定气

息、清楚发音。

在杜雪慧投身技能教育的同时，吴正荣则操心

起成年听障人士的就业问题，尤其是那些错过了语

言恢复期的人群。“我想，也许可以教他们做面包，帮

助他们掌握一项谋生技能。”

2011 年，“吧赫西点”面包店应运而生，招收听

障学徒。吴正荣专门从德国聘请了一位面点师来传

授烘焙技巧。4 年后，德国师傅回国，吴正荣成为店

里的“大师傅”，继续培训听障学徒。如今，从这里走

出去的听障学徒有 20 多人，多数继续从事面包师

职业。

吴正荣介绍，“吧赫西点”目前 10 名员工里 6 名

是听障人士，并且都是熟练工。店面不大，面包定价

也不高，面包店不再扩招员工，但仍向听障学徒敞开

大门。

因为帮助残疾人，“吧赫西点”引来了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支持。“许多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前来光

顾。大家希望通过来店里买面包，帮助残障人士。

这让我和员工们深受感动，劲头更足了。”吴正荣说。

社会对残疾人的关心帮助越来越多，周围的社

区环境也越来越好。不足 200 米长的湘春巷曾是一

条“断头路”，下水管网老化，雨天容易积水。这几

年，所属开福区湘雅路街道新湘路社区对老巷进行

了提质改造，打通巷道，重铺沥青，优化下水道，粉刷

墙面，两侧空地也种上了绿植。

“过去，时不时有顾客说店面难找、周边环境不

好。湘春巷改造后，环境好多了，来的客人也更多

了。”吴正荣说。幽静美好的巷内环境，为“吧赫西

点”增添了不少路人缘。

自从与中国结缘以来，“正荣夫妇”在湖南参与

的助残项目帮助了不少人。他们有的考上大学，有

的从事稳定工作，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他们拥有了

更多的爱、希望和机会。看到他们越过越好，我们十

分欣慰。”杜雪慧说，随着中国残疾人事业不断发展，

相信未来中国的残障人士都能有尊严、快乐地生活。

德国人“正荣夫妇”——

“给予残疾人的关爱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图①：瓦沙亚（左）在地理信息科技馆内向参

观者介绍德清的地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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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开弥在景德镇雕塑瓷厂工作室中专心

创作。

本报记者 王 丹摄

图③：吴正荣（右）、杜雪慧夫妇在“吧赫西

点”内。

本报记者 王云娜摄

图④：德清地理信息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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