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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 名清华大学的本科生上了一
堂特殊的“思政课”。上课的地点是工厂，
授课的教师是一名焊工。

他叫程平，是华能德州电厂焊工班班
长，曾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技术能手、“大国工匠”、齐鲁时代楷模等
称号。7 月 31 日，他在自己的工作室，向
来自清华大学车辆学院、电机系、电子系
等 13个院系的学生，讲述了自己如何磨匠
心、讲创新、守初心的故事。

活动现场，一条短片展示了程平的工
作日常——那是百余米高的风机，在狭窄
的塔筒上，程平蹲在不到1平方米的作业点
焊接，每焊3厘米左右就要锤击一次，坚持
几个小时后才能完工。“作业完成下来后，
我吃饭时手抖得都拿不住筷子，睡觉时仍
感觉手在晃。”程平回忆说。

“大国工匠”的练成并不轻松。程平告
诉学生们：“我下功夫是别人的 3倍。别人
练焊接练 2 小时，我就练 6 个小时。一根
300 毫米长的焊条，我会烧 20 毫米就断一
下。这样，一根焊条便可以练习十几次接
头焊接，准确性自然就提升了。”

训练时间太长，让程平的脸被烤得一
层层掉皮，眼睛肿胀流泪，但他却说，自己丝毫不觉得
苦，反而在每一点进步中感受到快乐。

程平的工友们送给他 16个字：“伤痕在身，焊条论
吨，腰肌劳损，敢打敢拼。”正是凭借这样的工匠精
神，程平才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国工匠”。正是
因为练就了高超技艺，程平才敢登上百余米高的风机上
维修设备。

学生们被程平的奋斗精神打动了。“没有随随便便
的成功。”清华大学电机系大三学生孟祥威说：“我理解
的工匠精神，就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将事业看成施
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并扎根在这个事业的生产一线上

建功立业，通过持续专注，不断追求极
致。这堂课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将会产
生重要影响。”

创新，是程平讲述的另一个关键词。
2017 年 6 月，程平团队首创的“高压调

门结合面堆焊修复”项目获得“一带一路”金
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暨第五届
国际焊接大赛创新表演赛金奖。这项技术
是在真空环境中作业，从而提高焊接质量。

赛后，香港焊接从业协会成员专程来
到山东德州学习交流，并两次邀请程平到香
港授课，培养了20余名港珠澳大桥建设者。

多年来，程平带领团队潜心钻研技
术，已先后完成技术攻关 30余项，这些技
术成果运用到深海探测、航空航天等领
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精益求精，擎起‘中国制造’；创新
突破，诠释‘中国创造’。正是像程平老师
这样的一个个大国工匠，通过一个个创
新，推动了国家各项技术的进步。”清华大
学电子系大三学生王亦何说。

程平和他的团队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
帮助了很多求助者。一把焊枪，能在眼镜架
上“引线绣花”，能在锅炉里“修补缝纫”，也

能给大型装备“把脉问诊”，解决中小企业的技术难题。
“搞技术创新、攻坚克难是我的乐趣。不管是啥问

题，只要能解决，我就打心眼儿里高兴。”程平说：“作为一
名中共党员，今后我在工作中，更要不忘初心，服务人民，
服务社会，展现中国工人的创造力。”

清华大学数学系大
一学生彭祖豪说：“能
力越大，责任越大。通
过程平老师的分享，我
深刻感受到了勇于奉献
的力量。”

8月5日7时50分，地处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三等小
站乌伊岭，开往佳木斯的 6274 次列车静静停靠在站台
上。清晨的阳光洒下，列车裹上了一层金纱，连旅客脸
上的笑也是金灿灿的。

28 岁的展志欣和几个乡亲有说有笑上了车。自从他
回乡开办了菌类养殖基地，曾经的乡亲都开始叫他老
师，今天又有几个乡亲慕名来找他。

“志欣，又有新学员了？”担当列车乘务的牡丹江客
运段列车长郑福刚走进车厢，看到展志欣眼前一亮。

“哥，尝个包子，猴头菇猪肉馅的，我们基地培育的
新品种。”展志欣笑着递过去一个包子。

“这个不急，你先和我去 3车厢，我们办了个山特产
宣传展示会，还有3个小时才到站，你就在车上直接讲课
吧，好多人等你呢。”郑福刚拉着展志欣就走。

44岁的郑福刚在这趟车上工作了8年，这趟车从乌伊
岭开往佳木斯，途经伊春、汤原等 23 个站点，速度虽
慢，站间票价只有4元钱，一直是沿线居民出行的重要交
通工具。展志欣读书、工作、回家，都是坐这趟车，多
年的交往，两个人也成了朋友。

在乡亲们眼中，展志欣是大家的骄傲，作为乌伊岭
镇少有的大学生，年纪轻轻便在云南昆明一家食用菌公
司任培训主管，年薪高，可就在两年前，展志欣却做了
个意想不到的决定，辞职回乡。

“你咋想的？”有人问。
从“春城”昆明，回到偏僻的小兴安岭，这令乡亲

们惊愕。
“咱家遍地是宝，我们抱着‘金碗’呢。”展志欣说。
乌伊岭出自蒙语，意为“长满树林的山岭”，这里山

上长满红松，也盛产榛蘑、猴头菇等食用菌，自国家实
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后，当地居民开始转向林下经

济，开展菌类种植，但因种植技术不过关，产品的品质
始终达不到收购商的要求，销路一直不好，再加上地处
偏远，村民收入也始终不高。

“我在大学专门学习研究食用菌，在昆明从事的也是
野生食用菌科技种植，咱们家乡自然条件好，菌类多，
我想带乡亲们一起开办菌类种植基地。”这就是展志欣的
初衷。

回乡后，展志欣拿出多年来的积蓄，在乌伊岭林场
创办了食用菌种植基地，专门培育种植以黑木耳、猴头
菇、松茸等为主的食用菌，创办“红松林”品牌。之
后，他又在伊春市山珍食用菌种植培育农民专业合作
社，担任技术员，专为乡民传授食用菌种植技术。3 年
来，他共培训了400余名林区居民，指导开办了多个珍稀
食用菌有限公司，由他指导创办的山珍品牌，年营业额
达到1000万元。

大伙的钱袋子鼓了，展志欣却更忙了，来找他学种
植的人越来越多，他一周就要两次往返乌伊岭和伊春，
郑福刚所在的这趟“慢火车”，就成了他的“通勤车”。

“你想为家乡做点事，我们也搭把手。”郑福刚想到
车上的乘客大多是沿线林区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有种植
需求，干脆在车上开一个“山珍大讲堂”，让过往的乡民
都能免费听课。

在郑福刚和所在单位的建议下，今年6月，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 6274次列车进行了装修，打造
乡村全面振兴主题车厢，挂起菌类宣传展板，介绍种植
知识。郑福刚所在车队党总支也行动起来，帮种植户对
接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地市山珍经销商。

“种植配料可以用新玉米芯和豆饼粉，比例要控制
好，咱们北方天冷，每年二月份制袋，最好有恒温设
备……”展志欣详细讲解着，大伙认真地听着。

“慢火车”上的助农讲堂
张学鹏 侯继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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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

非遗文化融入烟火生活
本报记者 叶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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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穿城过，人家尽枕河。
江苏无锡，古运河在这里穿城而过，峰峦俊秀的惠山脚下，惠山

泥人、无锡精微绣、无锡留青竹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熠熠生辉，吸引
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众多非遗传承人守住文化之根，把保护传承和
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让非遗文化更加光彩夺目。近日，本报记者
来到无锡市梁溪区，探访这里对非遗文化的传承创新。

图③：无锡双契轩第五代传人
乔筠然在制作留青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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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惠山泥人厂高级
工艺美术师周璐正在创作泥
人彩绘。 周小康摄

图②：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赵红
育在刺绣。

陈从广摄

指尖各有绝活，一展江
南温柔

捻起一团黑泥在手中搓圆，用拇
指按出眼睛轮廓，在耳朵的位置挑出
耳廓……不多时，一个栩栩如生的戏
文泥人轮廓便在张晓瑛的手中诞生
了。张晓瑛是无锡惠山泥人厂的高级
工艺美术师，也是惠山泥人项目的市
级传承人。20 多年来，她守着一方
桌案精心捏制泥人，一块块泥巴在她
的手中被捏出了万千姿态。

在无锡，像张晓瑛这样的惠山
泥人传承人还有很多，一块块由古
运河水浸润而成的惠山黑泥，经过
泥塑工艺师的灵巧双手，拥有了色
彩和灵魂。

惠山泥人是产于无锡惠山的彩色
泥塑艺术，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
史。2006 年 5 月，泥塑 （惠山泥人）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惠山泥人是取自惠山东北坡山
脚下离地面约 1 米以下的黑泥所制，
其泥质细腻柔软，搓而不纹，弯而不
断，干而不裂 ， 可 塑 性 佳 ， 适 合

‘捏塑’之用。惠山泥人的代表作品
‘大阿福’是一个健壮孩子的形象，
一脸福相，惹人怜爱。长期以来，
惠山泥人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鲜
明的民间色彩和浓郁的江南气息而
深受喜爱，成为这座城市的亮丽文化
名片。”无锡惠山泥人专业委员会主
任徐根生说。徐根生是惠山泥人市级
传承人，他 14 岁走进惠山泥人厂，
师从著名的“渔翁李”李仁荣学艺，
在手捏泥人、现场塑像、雕塑等领域
颇有建树。

无锡地处江南水乡，在非遗文化
方面有着深厚积淀，来到无锡，人们
除了可以欣赏到栩栩如生的惠山泥
人，还能看到更多种类的非遗瑰宝。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
羽毛。”这句古诗描述了做女红的场
景。苏绣 （无锡精微绣） 于 2008 年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作为这一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赵红育学习刺绣已有
50 多年，尤擅双面精微绣，于指尖
处，尽展江南温柔。

精微绣，顾名思义是精致微小的
双面刺绣，作品往往在很小的画面
中，精心勾画丰富多彩的文字和图
案，经由刺绣艺人用双面绣技法精工
绣制。

“为了实现精微绣，我们把一根
丝线分到七十分之一，甚至以百分之
一，一根针缩到十分之一，面料密到
200多目。”赵红育说，“无论细若蝇

毫的文字，还是寸人豆马，绣品都形
神兼备、意趣无穷。因此，无锡精微
绣也被称为‘指尖上的芭蕾’。”

无锡的留青竹刻艺术同样是清雅
古朴，独具特色。留青竹刻是竹刻的
一种，因其留用竹子表面一层竹青雕
刻图案，故名“留青竹刻”。

每年冬天，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竹刻 （无锡留青竹刻） 的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乔锦洪都要赶
到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的一处丘陵山
坳中采集竹子，因为这里生长的竹子
最适合做留青竹刻。每次去长乐镇，
乔锦洪都会挑选上好的竹子，砍伐之
后运回无锡双契轩工作室，这是他和
女儿乔瑜的竹刻原料。

“传承竹刻，是因为我已经习惯
了生活中有竹刻。就像是吃饭睡觉一
样。”乔瑜说，她的竹刻作品继承了
传统，构图别致，画面清秀。每天，
握着小小刻刀，镌刻大自然中千姿百
态的美妙景物，已成为乔瑜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时尚元素叠加，非遗变
身“潮玩”

走进惠山泥人厂的销售展厅，记
者看到，展品中除了笑脸盈盈的“阿
福”和“阿喜”、各类“手捏戏文”
泥人外，还有各种创新作品。其中，
一块彩绘着惠山古镇的铝合金材质奖
牌颇具特色，这是为无锡市举办的美
好生活登山节活动专门定制的，奖牌
上镶嵌有小巧精致的惠山泥人“阿
喜”，将传统泥人制品与现代金属制
品结合，让这一奖牌更有纪念意义。

该奖牌的设计者、惠山泥人厂高
级工艺美术师周汉庆说：“登高意在
祈福，将惠山泥人经典形象嵌在奖牌
上，寓意祈福得福，更添喜庆。”

近年来，随着潮玩手办的兴起，
泥人市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惠山泥
人厂副总经理王杰说：“在老一辈无
锡人看来，惠山泥人就是‘阿福’

‘阿喜’，都是一个模子刻下来的，日
复一日，有多少人会去重复购买？现
在的年轻人喜欢更多元、更具个性的
作品。我们制作了一批泥人，把无锡
特产元素融了进去，比如小泥人吃酱
排骨、小笼包、水蜜桃的样子，一上
线就售罄。”

惠山泥人的手艺人坚信，创新是
唯一的出路，需要在材料革新、造型
创 新 以 及 用 色 上 做 出 突 破 。 2020
年，惠山泥人厂开始结合节庆活动、
传统民俗等探索非遗保护与创新的新
路径。

延展产品的功能属性是第一步。
与惠山泥人相关的文创产品多了起

来，如泥人笔记本、泥人咖啡杯等，
达四五十种之多。惠山泥人厂还与一
些地方品牌联名，为牛奶厂、吐司
店、饮品店设计泥人形象，形成

“泥人+”模式。
工艺师研发出一系列美观又

实用的物件，比如悬浮灯、加
湿器、笔架等。惠山泥人厂高
级工艺美术师周璐将泥人作品
融入家居摆设，设计出一款
悬浮灯作品《嫦娥奔月》，一
轮 印 着 水 墨 画 的 皎 洁 圆 月
前，用泥塑制成的“嫦娥”独
倚栏杆，按下开关，点亮“圆
月”，中秋定制款台灯展现眼
前。“灵感源于日常生活，只
要找到连接点，传统泥人也
可以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周
璐说。

惠山泥人厂还将 3D 打印
技术与泥人捏塑技艺结合，重新
设计了阿福和阿喜的造型，并为
之取名为——NANI 和 MOMO。

“倷泥摩摩 （NANIMOMO） 是惠
山泥人的无锡话发音，叫这个名
字，既贴切又有潮流感。”王杰说，
结合无锡特产与景点开发的倷泥摩
摩 系 列 盲 盒 以 及 周 边 文 创 一 经 推
出，便在线上线下受到欢迎，月销
量最高时达1万盒。

在无锡市的南长街上，一家倷泥
摩摩咖啡店紧邻古运河而开，店内陈
列着一排排文创专柜。翻开菜单，上
面罗列着“一杯福气美式”“阿喜拿
铁”……客人在这里可以点上一杯以
泥人命名的咖啡，也可以了解泥人文
化，顺便再买上一个喜爱的泥人，非
遗在这里真正地融入了生活。

“从拓展功能性，到解锁新材料
新工艺，再到走进生活，惠山泥人的
非遗创新始终在路上。”王杰说，下
一步还将与食品、文创、服装类大型
连锁品牌合作，以传统又现代的面
貌、丰富且沉浸的体验，让更多人了
解泥人、传承非遗。

成为城市 IP，释放市
场价值

“我一会就要去少年宫授课，教
孩子们做惠山泥人，有的孩子已经跟
我学了6年多，能独立捏出孙悟空造
型的泥塑作品了。”在摆满了泥人作
品的工作室里，徐根生向记者历数，

“现在，我在 5 个地方教授惠山泥人
的课程，每周要外出上8次课。除了
少年宫之外，我还在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开设了一门泥人课，很受学生
欢迎。”徐根生说。

去年，无锡惠山泥人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在马来西亚吉隆
坡会展中心举办的首届江苏国际文化
贸易展览会，徐根生也参加了现场展
示，呈现了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
2020 年，他被马来西亚朵云轩艺术
馆聘为签约艺术家，教华侨华人以及
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制作富有当地特
色的泥塑。他说：“过不了多久，马
来西亚惠山泥塑工作室就要揭幕了，
我会让更多海外受众直观地感受到中
国非遗的高超技艺，把非遗艺术发扬
光大。”

如今，徐根生正在筹划和其他惠
山泥人从业者一起，搭建专业平台，
进行惠山泥人艺人、作品的推荐培
育，用更加创新和时尚的手段传播和
推广这一传统技艺。

像惠山泥人一样，越来越多的非
遗传承人通过打造“行走的艺术课
堂”等形式，让人们沉浸式体验非遗
文化。

赵红育成立了“赵红育大师刺绣
工作室”，从事锡绣的创新创作及传
承传播工作。她经常到学校进行精微

绣的推广和传播，并在梁溪区非遗基
地开设了“红缘阁”锡绣手作坊，面
向市民开展公益讲座和体验活动。

现在，乔瑜的女儿、双契轩的第
五代传人乔筠然也对留青竹刻这门家
传手艺产生了极大兴趣，乔筠然表
示 ， 希 望 成 为 一 个 既 有 高 文 化 素
质，又有高技艺水平的竹刻传人，
发挥工匠精神，将留青竹刻艺术发
扬光大。

除了制作竹刻，乔瑜还经常外出
开展专题讲座并参加各类非遗展览，
推介留青竹刻，讲述江南竹刻艺术的
历史发展以及名家名作的雕刻特色，
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项非遗的魅力。

非遗文化灿烂多姿，无锡正持续
激发非遗活力，着力让其成为城市
IP，进一步释放市场价值。

为夯实非遗保护传承根基，无锡
不断健全政策体系，2023 年，无锡
市推出“百匠千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创新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2023—
2025），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水平。无锡连续多年举办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系列活动，通过
非遗集市、非遗讲座、非遗展演展销
等活动，营造家门口的非遗消费体验
场景。

“近年来，无锡围绕非遗传承与
创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
动，旨在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和利
用好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呈现
非遗的独特吸引力，将古老文化融入
烟火生活。”无锡市梁溪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未
来，梁溪区将重点打造1个非遗展示
中心、1 个非遗小剧场、1 个非遗美
食工坊、1 个非遗美食数字展示工
坊、1 个非遗数字博物馆、3 个区级
非遗基地和多个街道非遗睦邻点，加
强非遗文化与运河文化等多种梁溪特
色文化交融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