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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骑行、攀岩、马拉松、潜水……

热爱运动的她
成了亚运裁判

专注热爱

他用钢筋“编织”城市脉络

记者羊荣江报道 杨雨
潇，是省级非遗“临海剪纸”的
第二十二代传承人，也是一名
海归研究生。2016年，她回到
自己的家乡临海，创立临海市
潇声文艺创作工作室，开始奋
斗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一线。

搭建文化出海的桥梁

杨雨潇的母亲张秀娟是
临海剪纸的传承人。这让杨
雨潇深受影响，从小就在心中
埋下了艺术的种子。12年前，
杨雨潇踏上前往法国的留学之
路，成为一名留学生。7年前，
在法国已经工作两年的杨雨
潇毅然决定回国，从事了一份
与文化、共富紧密相连的工作
——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

作为文化交流平台，杨雨
潇会在每年开展的中外青年
交流联谊活动、东南亚华裔寻
根之旅、中韩文化交流活动等
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中，为来
自世界各国的朋友提供剪纸
体验课程，展示非遗魅力。

杨雨潇还积极利用网络
直播开启了面向海内外的常
态化剪纸直播课程，先后为美
国、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
100余人教授剪纸，以“临海
剪纸”为支点，架起了一座临
海与世界相通的桥梁。剪纸
飘洋过海到达了 30 多个国
家，哪怕是疫情之下，也从未
间断。

系好文化润富的纽带

“临海剪纸”坚持“以草根
文化滋养草根”的理念，杨雨
潇将剪纸文化园地点设在乡
村——她的家乡临海市括苍
镇，并且投入自己的全部存款
和助力非遗的贷款资金，调动
人力、物力、财力，凝聚和协调
社会各界力量，建起了一次可
同时容纳400人、可教学可展
示可交流的综合性乡村剪纸
文化园。

目前，杨雨潇已先后开展
临海剪纸进万家、农民素质培
训、技能培训等服务，惠及2
万人。其中，农民剪纸技能培
训已举办150余期，累计结业
农民2000余人，获得剪纸高
级工证书约80名。杨雨潇择
优选取技艺过硬的农民为“张
秀娟剪纸”品牌制作文化礼
品，逐渐让剪纸技能成为农民
增收的手段。

同时，作为一名与教育紧
密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三年
来，杨雨潇坚持每年开展“非
遗流动课堂”公益项目，为乡
村留守儿童提供艺术教育课
堂，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至
今直接或间接惠及2000人。

讲好文化传承的故事

非遗是传统的也是现代
的，是传承人的更是社会的。
为了让“临海剪纸”能进一步
发挥文化内涵，杨雨潇在继承

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留法
期间就指导母亲将“张秀娟剪
纸”注册成为商标，合法保障
非遗技艺的权益。

为了赋予剪纸更具中国
特色的价值，杨雨潇研发了

“丝绸剪纸”，以丝绸代替纸张
进行创作，解决了传统纸张易
潮易霉变的痛点，并成功申请
了国家专利。

杨雨潇还将传统剪纸变
为彩色的、立体的，将剪纸作
品变为项链、杯垫、钥匙扣等
不同形态。为包括上汽大通、
依维柯、永强集团等大型企业
提供企业礼品设计定制服务，
让一张张纸变为可触摸、可体
验、可使用、可珍藏的实用作
品，让学者口中“有用而不贵”
的剪纸，变为蕴含文化基底、
讲得出“好故事”的珍贵艺术
品。让原本略显“乡土”的剪
纸，进入国家收藏，又让进入
国家收藏的剪纸，回归到民
间，漂到海外，被海内外不同
群体所接受和喜爱，使“临海
剪纸”成为临海市独特的文化
地标。

“我将继续做精做强潇声
文艺创作工作室，挖掘‘临海
剪纸’的文化故事和文化内
涵，开发以剪纸为龙头的文旅
产业，以一个普通个体工商户
的创业热情，努力带动一方文
化，推动一方农民增收共富。”
杨雨潇说。

杨雨潇：

传承创新
省级非遗“临海剪纸”

通讯员陈佳璐报道 早上
5点半，天色微亮，秦先斌从宿
舍到工地，拿出手机给其他组
的负责人打电话，确保今天的
工程能按进度完成，“老王，今
天要开始地下室顶板封顶，你
们下层的混凝土浇筑做好了
吗？不然钢筋可没法继续铺扎
了。”

这几天，正是浙江三建一
在建项目地下室封顶的关键节
点，作为钢筋班长的秦先斌忙
得不可开交，“地下室的钢筋用
量非常大，每天都要铺设50吨
的钢筋，想要按时完成进度，不
仅要保证材料充足，还要和其
他班组协调好工作。”

“这本施工规范书，我啃了3年”

秦先斌今年50岁，出生于
衢州农村的他，27年前放下锄
头进城务工，成为了工地上的
一名钢筋工，一干就是半辈子。

“没有师傅教，看其他工人
怎么做，自己模仿着做，不懂就
问。”秦先斌走在交错纵横的钢

筋网上如履平地，“三天就能学
会怎么扎捆钢筋，学精学透我
用了三年。”

白天在工地边学边练，晚
上回到宿舍用心琢磨怎么精准
地绑扎，调整锚固的诀窍等技
能，手上磨出了水泡、起了茧。
很快，秦先斌就熟练掌握了关
于钢筋施工的拼装技巧，但他
仍不满足，“钢筋施工包含放
样、制作和拼装，只懂拼装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不
懂施工图和操作规范书，永远
学不会放样和制作，想要提高
必须要懂理论。”

一次偶然的机会，秦先斌
看到工友在看《混凝土结构施
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其中关于混凝
土施工的方法内容，表述得清
清楚楚。他喜出望外，问工友
借了书，跑到复印店复印了一
本，放在床头每天晚上拿出来
学习。

只有初中学历的秦先斌学
得很吃力，专业的表述看不懂，

身边的工友也不会，怎么办？
硬啃、硬磨，晚上看了，白天一
边做工一边在脑子里想，互相
验证，下工了再反复看，“这本
施工规范书，我啃了3年，关于
钢筋施工的部分全部吃透了。”

“有误差，眼睛一瞄就看得出”

学透了施工规范书，又看
得懂施工图纸，秦先斌对钢筋
施工了如指掌，很快从普通的
钢筋工人转变成管理钢筋组的
班长，负责管理钢筋组推进进
度。

精湛的技术是秦先斌管理
工人的底气。

“当组长手上功夫扎实，工
人就服气，管理协调的时候也
更顺利。钢筋绑扎有1厘米的
误差，我眼睛一瞄就看得出。”
秦先斌嘴上说着，一边拿起扎
钩和扎丝给钢筋绑了一个漂亮
的“八字扣”，全程只用了10秒
钟。遇到工人施工时操作不
当，秦先斌也会耐心指出问题，
教导工人改进。

“当工人懂‘钢筋’就够了，
做管理不仅要盯进度，更要抓
安全、保质量。”秦先斌和工人
们同吃同住，每天奔走在工地，
关注着建材运输、施工进度、人
员安全等方方面面。“坐办公室
吹空调是管理不好工人的。我
每天在项目来回走，微信步数
没下过2万步。”

每天晚上预先构思好第二
天的工程进度，通过微信群提
前布置工作计划是秦先斌的工
作习惯。严谨、细心的工作态
度，让秦先斌与“可靠”一词挂
上了钩，“合作过的项目经理都
说我管理钢筋班，他们放心。”
爽朗的笑容下，是秦先斌自信、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2021年
秦先斌自学考取了安全员证，

“安全管理是项目建设的基石，
可不能马虎。”

在杭州工作15年，秦先斌
早已记不起做过多少项目，建
过多少栋楼，他用双手构筑城
市的高度，用双脚丈量城市的
成长。

记者金钧胤报道“牛云返
岗报到！”国庆假期刚一结束，
中国移动衢州分公司（以下简
称衢州移动）家庭客户经理牛
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与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为同事
们从杭州亚运村买来的各种亚
运纪念品。“这是我最充实的一
个国庆，也是我最特殊的一个
中秋，能在亚运村技术官员村
过节，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作为杭州亚运会三人制篮
球项目的国内技术官员，牛云
参与执裁了 21场亚运三人篮
球赛事。“特别在国庆节那天，中
国与蒙古三人篮球女子决赛让
人印象深刻，当中国以21比12
战胜蒙古获得金牌时，现场成为
了欢呼的海洋。”牛云告诉记者，
那天获得金牌后的升旗仪式时，
观众唱国歌的声音格外嘹亮，大
家都在为国庆当天获得金牌而
喜悦。

是什么让牛云成为了一名
专业的篮球裁判？“我从小个子
高，就爱打篮球！”牛云说，自己
从初中到高中都是校篮球队成
员，长期担任主力控球后卫。那
些年里，牛云早上6点钟就要到
操场练习投篮和运球，只为了让
自己在赛场上表现得更好。

工作后，牛云把钻研篮球
的精神带进了衢州移动，由于工
作出色，她被公司评为金牌客户
经理。同时她作为衢州移动的
兼职工会干部，还把她所热爱的
体育项目推广到职工群众中间，
让更多人参与到全民亚运的浪
潮中来，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会工
作者、省公司工会积极分子。“但
是我脑子里还是忘不了篮球，忘

记不了在球场奔跑的那种感
觉。”牛云决定把目光转向幕后，
她觉得自己可以试着成为一名
裁判，延续自己对篮球的热爱。

后来，牛云报名参加了篮
球裁判员培训班，并于2018年
成功考取了篮球国家一级裁判
员证书。从此便活跃在省内大
小篮球赛事中，先后执裁过浙
江省中学生篮球联赛、浙江省
大学生篮球联赛等大型赛事，
并获得过“优秀裁判员”的荣誉
称号，积累了丰富的执裁经
验。“当我是球员时，我对裁判

的判罚有时会有异议，但当我
成为一名裁判更加理解赛事规
则后，会更理性看待判罚。”牛
云笑着说。

除了篮球，牛云还有许多
体育兴趣爱好。她参加过24
小时不停歇的自行车挑战赛，
从安徽绩溪一路到上海松江，
骑行421公里；她经历过野外
攀岩，绑一根安全绳，纵然内心
恐惧也毅然完成挑战；她跑过
马拉松，“虽然全马可能需要咬
咬牙，但是半马还是很轻松
的”；气排球也是她热衷的运动

项目，为此她还考取了气排球
国家一级裁判证；她还喜欢潜
水，拥有 AOW 潜水证，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海
底景色她都亲眼欣赏过……

“正是因为热爱，才会坚
持，也是因为热爱，才会想要更
多人加入进来。”牛云说，衢州
移动工会每次组织体育比赛，
她都会第一个报名参加。除了
自己参加，她还会鼓励同事一
起参加。“尤其是篮球，每到赛
前我还会教同事们技巧，让大
家都能在运动中找到快乐。”

牛云在杭州亚运会三人篮球项目现场记录比赛数据。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
员吴宏瑞报道 近日，位于安
吉技师学院（原安吉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的英特智能制
造实训中心正式落成并投入
使用。这是由安吉技师学院
和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的，校企合作定
向培养技术人才。

今年，安吉技师学院和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达成“安技·英特”智能制造
校企合作，在就业招聘、产品
研发、技术培训等方面产教
融合发展。浙江英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是从事高效换热
器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
新技术，被授予高新技术企
业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开发中心，承担了国家火炬
计划项目之“同轴换热器”等
重点项目。安吉技师学院是

首批国家级重点学校，开设
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数控加
工、汽车维修、烹饪、电子商
务、家具设计与制作等课
程。多年来，企业在学校开
展校园招聘，并邀请学校师
生前往企业参观学习。

双方强强联合，共同培
育走出校门就能胜任岗位的
产业工人。今年以来，校企
双方在学校内开设的机械专
业、电气专业、机电专业、工
业机器人专业展开合作，面
向这 4 个专业的学生推出

“安技·英特”实践育人学习
方案，按照企业实际需求，订
制教学计划，定向培养出符
合企业智能制造车间实际需
求的技术人才。

“我们采取校企双元育
人合作模式，在授课过程中，
我们直接参与学生的培养，

企业中的技术骨干直接参与
学生的教学，按照生产实际
需求传授学生真本领。”浙江
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朱胜民介绍说，“大家都
知道车间一线重实践，我们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会聚焦实
操技能，同时引导学生早早
构思职业规划。”企业对学生
在校外实践学习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定期搜集、分析、
反馈、回访。

安排校外导师、促进师
徒结对是“安技·英特”校企合
作的亮点。由企业里专业技
术过硬的职工担任校外导师，
负责指导学生基本的机械、电
气、机电、工业机器人专业技
术知识。企业还安排中级职
称及以上或工程师老职工和
学生结对，结对周期为一年，
帮助学生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安技·英特”
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技术人才

按生产实际
传授学生真本领

杨雨潇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记
者从省人力社保厅获悉，《浙江
省新时代突出贡献浙派工匠和
新时代浙派工匠培育突出贡献
单位评选表彰办法》（简称《办
法》）已于今年10月正式施行。

《办法》明确了评选周期及
名额。每5年评选一次，每次评
选突出贡献浙派工匠50名，培
育突出贡献单位30个。突出
贡献浙派工匠和培育突出贡献
单位评选坚持激励导向，主要
面向在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各行各业

技能人才和培育单位。
评选表彰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高效原则，推荐对象面向
基层和工作一线（含技能人才
培养院校、教师），退休人员不
作为推荐对象。

《办法》明确，突出贡献浙
派工匠候选人应来自生产服务
一线，原则上从事本职业（工
种）5年以上，取得高级技师以
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或本职业（工种）最高职业资
格（职业技能等级），在浙全职
工作一年以上的在岗人员中推

荐。
候选人技术技能水平应在

省内有较大影响，并具备在培
养徒弟、传授技术技能方面作
出突出贡献；在技术革新、技术
改造中作出重要贡献，取得重
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推
进数字化改革、智能制造过程
中作出重大贡献，取得标志性
成果和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等条
件之一。

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候选单
位应具备技能人才培育工作机
制完善，特别是在职工教育培

训、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技能人
才薪酬分配、技能岗位设置、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面成效
突出等条件。

评选程序包括遴选通知，
人选推荐，形式初审，专家评
审，评审结果公示，评审结果上
报。

突出贡献浙派工匠和培育
突出贡献单位由省政府批准授
予并颁发相应证书和奖金。对
突出贡献浙派工匠每人奖励1
万元并颁发证书，对培育突出
贡献单位颁发奖牌。

突出贡献浙派工匠
每 5 年评选一次

个体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