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 民生民生2023年 7月 7日 星期五

深褐色的泥块拍打成条，游尺在上面画

出圆形，再将长方形的泥条粘合在围座四周，

堆围成筒状结构，蘸水的毛笔轻轻掠过泥片

连接处，用竹拍子从内抵住主体，鳑鲏刀在外

圈压实缝隙……

江苏宜兴爱德培训学校教室内，为期两

周的紫砂非遗传承培训正在进行。紫砂艺人

张亦在讲台上详细讲解硕果壶（紫砂壶的一

种壶形）的制作要点，学员们边看边在下面模

仿演练。

这里是宜兴市残联下属的培训学校。结

合宜兴的产业优势，通过特色技能培训和就

业帮扶，爱德培训学校帮助不少残疾人实现

了就业创业的梦想。精美的紫砂壶是怎样制

作出来的？残疾人学习制作紫砂壶，要克服

哪些困难？掌握技能后的就业之路如何走？

记者进行了体验采访。

不仅是一门谋生的手
艺，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与
方向

坐在教室里，参加培训的学员刘丹成了

记者的“师傅”。“你也来试试吧，很有趣的。”

刘丹说着将泥料递过来。没想到，看似简单

轻松的动作，自己上手却是另一番景象。将

泥料用棒槌拍打成泥片和泥条的这一步就状

况不断。由于控制不好每一次捶打的力度，

泥条常常厚薄不均，刚把厚的地方打薄，就发

现泥料的形状产生变化，长度又不够了；试图

修补长度，“厚薄困局”又再次出现……

一会儿工夫，记者急得满头大汗，困在了

最基础的准备环节。刘丹上手帮忙，笑着安

慰：“做不好很正常，我当初学做紫砂壶，光打

泥条就练了 3 个月呢！”

原来，今年 28 岁的刘丹已是一位从业 3
年的紫砂壶制作师，曾经在爱德培训学校进

行了 3 年系统的学习，这次参加的培训属于

提高班。

仿古梅、竹韵、常青、一叶青莲……刘丹

一边展示自己的紫砂壶作品，一边讲起了自

己与紫砂壶结缘的故事。

职高毕业后，刘丹曾经尝试过好几种工

作，但先天右下肢肢体三级残疾，让刘丹的求

职之路多了几分坎坷。“我究竟能做什么？感

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那段时间，刘丹经常

对着天空发呆，思考着未来。

困惑迷茫之际，2017 年的一通电话，改

变了刘丹的人生。

和桥镇残联向刘丹的妈妈推荐了爱德培

训学校，学校根据学员残障类别和等级开设

不同类型的培训班：为视障人士设立按摩班，

为智力残障人士设立雕塑班，为聋哑人和肢

体残疾人设立陶艺班等，并且配备了良好的

师资条件还全程免费。

来学校考察后，刘丹选择了陶艺班，学习

紫 砂 壶 制 作 。“ 发 现 自 己 特 别 喜 欢 做 紫 砂

壶，帮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学习的 3 年时间，

一周 5 天，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刘丹和同

学们沉浸在紫砂壶的世界中。起初，刘丹只

是想学一门谋生的手艺，没想到越学越投入，

不满意的工序就返工到底，不满意的壶就打

碎重做。曾经失败过多次的经历让刘丹憋着

一口气，一定要做出像样的壶。在学校封闭

培训的日子里，放学之后他都要来教室加练

3 个小时，直到熄灯才回去。

“这把壶是哪位学员做的？是块璞玉，天

赋很高但仍需打磨。”学习制壶两年半后的一

天，紫砂壶大师赵曦鹏来到学校授课，无意中

看到刘丹设计制作的一把壶，赞不绝口。前

辈的肯定让刘丹备受鼓舞，坚定了从事紫砂

壶制作的决心。

“从那一刻起，我觉得可以做一辈子紫

砂壶，不会换了！”刘丹眼中流露出笃定的自

信。2019 年冬天，刘丹从爱德培训学校陶艺

基 础 班 毕 业 ，比 普 通 学 员 提 前 了 足 足 一

年多。

“壶与人”都要走向市
场，打通培训、实习、就业
全链条

紫砂壶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从学习入门

到真正在市场上销售，至少需要六七年的时

间。这是因为紫砂壶有上万种器型，每一类

都需要特定的制作技巧。要想让残疾学员的

作品走向市场、得到认可，只通过基础班的培

训远远不够。

“基础班毕业后只能算是入了门，还需要

通过实训来淬炼技能。”刘丹告诉记者，在学

校培训时，自己制作的壶经常通过义卖活动

被爱心人士买去收藏，但内心更希望大家是

真正因为作品而买单。

为了让残疾人学员与市场接轨，宜兴市

残联先后与多家紫砂制作基地签订实训合作

意向，对学习期满、考核达标的学员开展实

训。实训期结束，残疾人学员可以选择留在

实训基地就业。

“在实训基地的实习，就是要让残疾人真

正地融入市场。”鸿鑫隆紫砂残疾就业实训基

地负责人范雪东说。实训基地中大大小小的

精美工艺品摆满架子，其中不少作品正出自

残疾人学员之手。

璞玉需要打磨。2019 年 12 月，刘丹开始

了他的毕业实训。刘丹至今记得实训第一天

接到的任务——做 20 个子冶石瓢壶。这是

紫砂壶的基础器型，刘丹对制作工艺早已烂

熟于胸，很快便做完十几把，但负责品质把控

的邱老师打眼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小刘，你

这把壶明针不到家啊，嘴把不在一条线上，这

样的壶是卖不了的。”刘丹细细一看，果然出

了问题，而这样的细节以前在学校时从未注

意过。

烧制出来壶嘴发生歪斜、半手工壶出现

接缝线、身桶出现不规则纹路……实训过程

中，刘丹通过大量练习与烧制，一点点克服暴

露出的问题。几个月过去，刘丹做的壶合格

率越来越高，后来甚至成为“免检”师傅。

实训期结束后，刘丹选择留在基地继续

打磨技艺，也实现了自食其力的梦想。“工资

虽然不高，但也能满足日常开销，家里人终于

不再担心我的工作问题了。”

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
为产业注入活力，开辟一条
特色就业创业之路

技能培训让残疾人走出家门，重拾生活

的自信。无论是在爱德培训学校，还是在实

训基地，刘丹都交了不少朋友。

一 起 上 课 的 袁 露 露 ，就 是 刘 丹 的 好 朋

友。肢体残疾的她从小十分自卑，成年后把

自己封闭在家不敢与社会接触。来到爱德学

校培训之后，她开始尝试与人交流，性格逐渐

开朗起来。“现在我一天不出门都受不了，感

觉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如今，袁露露每天乘

坐公交车出行，出门逛街、购物变成稀松平常

的事情。

拄着双拐的唐国忠，是爱德培训学校的

一名老师。平时，唐国忠负责陶艺班、雕

塑班的日常授课，还是爱德培训学校

校友会的联系人，为毕业的残疾学

员提供就业指导和社会援助。这

里，更像是宜兴残疾人们的一个

“家”。刘丹和同学们即使已经

毕业了，仍然经常回来听听大

师们的提高课程。

2003 年至今，爱德培训学校

共办班 100 多期，培训学员超过

3000 人次，被评为全国残疾人职

业培训示范基地、首批全国残疾人

“非遗”传承基地。通过学校的培训和

残联的帮扶，宜兴目前已有残疾人

陶 艺 工 作 室 100 多 个 ，从 事

紫 砂 行 业 的 残 疾 艺 人

400 多名，拥有职称

的 占 1/3。 他 们

通 过 培 训 学 习

掌 握 紫 砂 制

作技术，依

靠 当 地 紫

砂 特 色

产 业 谋

生，实现

人 生 价

值 的 同

时 也 为

整 个 行

业 注 入

不 一 样 的

活力。

“宜兴通

过 建 立 残 疾 人

特色职业技能培

训 学 校 ，搭 建 就 业

创业帮扶体系，打造‘彩

泥堂’‘大彬后院’‘蜀景苑’

‘鸿鑫隆’等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

开辟出一条残疾人特色就业创业之路。”宜兴

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任倬表示。

如今的刘丹，心中有着更大的梦想——制

作精品壶。技艺成熟后，他离开了实训基地，

成为一家紫砂壶工作室的独立制壶师。“当时

我每天都在做大订单的低端壶，特别渴望到

外面继续提升自己的技艺，做出精品壶。”

“这把壶蛮灵的哇，我儿子真有出息。”刘

丹家里，父亲刘福昌把儿子做的一把常青壶翻

过来调过去地看了又看。壶身通体平整富有

光泽，收口之处十分自然，刘福昌爱不释手。

今年初，刘福昌将家中的一个房间改建

成刘丹的工作室，地方不大却恬静温馨，“希

望他有个属于自己的做壶的地方。”

6 月的宜兴，梅雨让天气变得闷热潮湿，

却是一年中制作紫砂壶的黄金时刻。

深夜午时，刘丹修饰着一把灵猴献瑞壶，

几刀刻下，壶上的猴子霎时间灵动起来，栩栩

如生。

“一把壶，一个故事。我的壶要给人们送

去幸福和希望。”从椅子上起身，刘丹在茶桌

前沏上一壶新茶，边咂边构思着壶的细节与

神韵，茶香混杂陶土味沁润着整个房间。

图①：刘丹在给紫砂壶喷水加湿。

图②：爱德培训学校老师唐国忠在指导

学员制作紫砂壶。

图③：本报记者白光迪（右）在学习紫砂

壶制作技艺。

以上图片均由李昆摄

江苏宜兴助力残疾人实现创业就业梦想—

紫砂非遗传承培训拓展新路
本报记者 白光迪

未成年人“触网”逐渐呈
现出低龄化、常态化特征，应
加快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体系，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
网络生态

暑期来临，中央网信办日前发布

通 知 ，将 开 展 为 期 两 个 月 的“ 清 朗·
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网上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进一步提

升学习类 APP、儿童智能设备等专属

产品服务信息内容安全标准，有效解

决网络沉迷问题，营造有利于未成年

人健康安全成长的网络环境。

移动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触

网”逐渐呈现出低龄化、常态化特征。

研究报告显示，小学生的互联网普及

率达 95.0%，28.2%的小学生在上学前

就已经接触互联网。日常生活中，触

手可及的各种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

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儿童智能装备

等，早已共同构成未成年人成长的重

要环境系统。这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

必然趋势，应加快构建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体系，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网络

生态，让孩子们更多汲取互联网带来

的先进文明成果。

净化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逐

步健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

设网络保护专章，对未成年人网络信

息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作出全面规

范；中央文明办等 4 部门联合发布相

关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青少年模式

防沉迷效果持续显现……未成年人保

护网正越织越大、越织越密。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未成年人群

体的特殊性以及互联网信息海量、技

术更迭快速等特点，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学校等各方形成强大合力，共同撑起未

成年人的网络晴空。

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网络生态，应进一步压实平台企业

的主体责任。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必须明确将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作为企业发展的底线，始终要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置于开展经营业务之前。平台企业应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大投入及技术研发力度，进一步完善未

成年人防沉迷、青少年模式等管理系统，不断提高系统辨识

度，优化算法推荐内容，合理设置未成年人使用服务的时间、

权限等。同时建立长效机制，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具体方

案，强化相关内容审核，最大程度阻断不良及消极负面信息。

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网络生态，还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

加强监管，全方位搭建网络保护平台。要将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的各项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提高监管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一方面关口前移，坚持管苗头、管源头，及时发现网上涉未成

年人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另一方面则要持续加强日常监

管，加大网络执法处罚力度，对违法违规的网站平台和账号从

严处置，形成有力震慑。此外，也要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技

术支撑体系，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监管

效率和速度。

为未成年人构筑清朗网络生态，家庭、学校、媒体等的教

育、宣传引导也必不可少。未成年群体心智尚不成熟，网络素

养和上网习惯正处于形成阶段，大家都要担起职责，引导未成

年人正确认识网络、合理使用网络、提升网络素养，共同护佑

青少年在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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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温季节。专家提示，公众应关

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开高温高湿的环境，及时补充水分。关注

体温变化，关注不适症状。

专家介绍，中暑由轻到重通常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

重度中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迟骋提醒，

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注意力不集中、乏力、大汗、口渴等

症状，提示我们可能要发生中暑。

“要重视中暑早期症状，在先兆中暑、轻症中暑时期，出现

症状就要及早处理和就医。应立即到阴凉通风处，用凉毛巾擦

拭四肢皮肤，或者用冰袋冰敷于额头、腋窝等部位，加速降温。

还要通过多饮水来补水，最好是含有盐分的饮品。”迟骋说。

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人群，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

户外作业人员等人群是高温热浪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

强自身防护。专家指出，这类人群要尽量避开高温，孕妇和老

年人应尽量待在凉爽的室内，避免剧烈活动，保证水分充足。

可通过餐食和饮品适量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慢性基础性

疾病患者若正在进行低盐饮食，应咨询医生。

专家表示，重症中暑按临床表现不同分为热痉挛、热衰竭

和热射病，其中以热射病最为凶险。高温高湿的气候因素和

高强度体力活动是热射病主要的危险因素。

北京老年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李倩倩介绍，户外高温

作业人员要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

要恰当饮水，遵循主动足量补水、少量多次、水盐同补的原

则。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尽可能将高温暴露较多的工作

安排到一天中较凉爽的时间，若出现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

转移至阴凉处休息。

多地持续高温

专家提示科学预防重点人群中暑
本报记者 杨彦帆

夜幕降临，位于湖北武汉新城未来科技城

附近的“之寓·未来”人才公寓的灯光渐渐亮

起，一群群下班晚归的年轻人陆续走进小区。

毕业于武汉一所高校的郑天也在其中，

他先拐进小区内的无人便利店购买好晚餐，

然后乘电梯上楼。智能门锁开门，50 平方米

的房间内，一室一厅布局合理，空调、冰箱、洗

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一应俱全。

“这里离单位很近，租金也不贵，大学毕

业生租房可以享受七折优惠。小区里面环境

好，还有运动场和跑道。房间都是精装修，可

以直接拎包入住。”郑天说，每天下班回到温

馨的小家，一天的劳累都会一扫而空。

今年 27 岁的郑天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

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工作安稳了，居住成为

首要问题。“之前通过中介租房，看到的房子

不是价格高，就是品质不满意。”郑天折腾了

许久，后来跟几位同事一起租了套三居室，

“我住的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次卧，一个月的

租金要 1300 元。大家共用客厅、卫生间和厨

房，住起来感觉不太方便。”

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安居需求，武汉近年

来深入实施“学子聚汉”工程，多渠道筹集房

源，加快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并给予租金优

惠等，着力让青年群体留得下住得好。去年

6 月，武汉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

留汉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毕业 6 年内

的高校毕业生，在武汉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

房、租住人才租赁房的，按照不高于市场租金

的 70% 缴 纳 房 租 ，累 计 减 免 期 限 不 超 过 3
年。其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分

别免缴 2 年、1 年租金，免租金额每月分别不

超过 2000 元、1500 元。

武汉新城光谷安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告诉记者，“之寓·未来”是响应国家租购

并举政策、由湖北科投打造的湖北省首个大

规模集中式长租公寓租赁社区，主要满足周

边重点企业的人才居住需求。该项目地处光

谷未来科技城，2019 年开工建设，一期公寓

从去年初开始陆续建成交付，目前共有租赁

房源 3141 套，涵盖 35 平方米单间、50 平方米

套间、70—90 平方米两居、90—110 平方米三

居等多种户型。

在江汉区，入住“江汉创谷”人才公寓的

熊雪君说，志同道合的邻居、频频的社群活

动、贴心的各类服务，让自己有了一种“家”的

感觉。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熊雪君是一名

博士，去年找工作参加面试时，公司的人力资

源负责人推荐了江汉区的“人才公寓”，让自

己省去了找房子的烦恼，安居无忧。

今年以来，武汉各区多措并举解决新市

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打出一系列“组合拳”：

武汉经开区为大学生提供购房、购车、租房等

补贴“大礼包”，5200 多套人才公寓可 3 年免

租或减租；青山区引导企业将闲置商业用房

改建成保障性租赁住房，全区保租房项目达

14 个；江汉区为年轻人提供“人才驿站”“人

才公寓”“人才社区”等多层次服务，定期举办

专为青年“量身定制”的各类社交活动……

据介绍，今年武汉将建设筹集保障性租

赁住房 5.8 万套（间），为更多新市民、青年人

提供贴心、暖心、放心的租赁产品和服务。“十

四五”期间，武汉计划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 25 万套（间）。

湖北武汉多举措解决青年群体住房租赁难题—

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稳就业作用
本报记者 范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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