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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回乡创业的复旦大学博士吴声栋有点
忙。除了要照料百余亩的玉米地之外，他还忙着
布置新获批的办公场地。

晋江市安海劳务大楼 3 楼 240 平方米的场地
内，数台实验机器已经入驻。干净的柜子上，各类
实验器具整齐摆放。吴声栋兴奋地说，该场地由
晋江市人社局免费提供，不仅解决了他创业初期
的办公难题，也为他进一步深入开展课题研究提
供了场所。

今年 7 月，晋江市人社局出台《晋江市创业驿
站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创业团队提
供免费办公场所支持。作为首个入驻创业驿站的
博士，吴声栋坦言，回乡创业的这半年来，政府的
一系列创业政策，着实为他解决了不少创业路上
的难题。

85 后吴声栋是晋江磁灶人。去年 12 月底博士
毕业后，他带着导师的玉米种植项目，回到晋江开
启自己的创业之路。

创业之初，他遇到了资金和土地等瓶颈问
题。紧要关头，晋江市相关职能部门雪中送炭。

“资金上，人社局推荐我们申报免息贷款的政策，
最高可享受 30 万元的创业免息贷款支持。土地问
题上，乡镇一级也帮我们出了很多力。”吴声栋说，
在政府的帮助下，他的农业科技公司顺利成立。

今年 3 月，他在承包的 120 多亩土地上，选择 2
亩进行种植试验，产出的玉米足足有 3000 多公
斤。更让他高兴的是，他将首批玉米放到网上销
售，不到一周时间就销售一空。如今，第二批玉米
正在种植中，“预计 11 月 15 日前后就能收割，产量
可以达到 12 吨”。

回想起半年来的创业，吴声栋感慨万千。他
表示，在这条创业路上，晋江市政府实实在在地帮
了他很多忙，“每次办理手续都有绿色通道，而且
还有专人帮忙解读政策、申请福利。”

无独有偶，去年刚从福建师范大学毕业的陈
国杰，带着大学期间就获奖无数的创业项目——

“冰胶囊”甜筒回到家乡晋江，开启自己的创业之
路。

“现在市场上的甜筒设备都面临卫生不合格、
设备清洗烦琐等一系列问题，而我们的这个‘冰胶
囊’甜筒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陈国杰介绍，

“冰胶囊”甜筒目前已在福建、海南、广东等多个城
市投放，累计销售达到 300 万根。去年以来，销售
额更是高达 900 万元，接下来他还想把业务开拓到
更多城市。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让初次创业的陈国杰
就顺风顺水？

除了父辈的支持和团队的创新研发之外，陈
国杰认为，创业前期晋江的一系列创业政策为他
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当时我们项目获得了多项省
级比赛的荣誉，按照晋江的相关政策，可以给予
50%的配套奖励，共计 7.75 万元。”陈国杰说，这笔
款项虽然不多，但对于一家初创公司来说帮助巨
大。他将奖金用来研发新机器，同时将冰淇淋的
口感加以升级，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产品成功抢占
市场。

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近年来，晋江
出台一揽子措施鼓励吸引人才来晋江创新创业。
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不仅可以得到场租补助、
贷款贴息、项目配套等全方位的生产型支持，还有
购房补助、安家补贴、子女入学等一系列服务型保
障。与此同时，如果人才项目落地出现问题，晋江
市人才部门还会通过政策引领、问题解答、专人负
责的方式，切实解决人才引进和创业项目落地过
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据统计，自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6 月，晋江累
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余额共计 1558 万元。其中高
校毕业生 46 人，贷款余额 553 万元。2019 年以来，
兑现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创业场租补助合计 48.3
万元。 （晋江新闻网）

2019 年 3 月，福建省人社厅、财政厅公布
“2018 年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单，福州雕
刻工艺品总厂的郑幼林技能大师工作室赫然
在列。

“在众多的寿山石雕大师中，郑幼林是年轻
一辈的杰出代表之一。”这是央视播出长达55分
钟的《寿山石雕大师郑幼林》片子里，介绍郑幼
林的一句话。

郑幼林的雕刻技法独特、风格清新，寿山石
作品不仅屡次在国家级大赛中获金奖，还被故
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收藏。2012年，他被授
予“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2014年被
评为“福建省优秀技能大师”；2017年，郑幼林工
作室被评为首批“福州市文艺名家工作室”；
2018年5月，他获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017 年 10 月 21 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福建省文联、民盟中央美术院主办，在中
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举办“禅趣
石韵——郑幼林寿山石雕艺术展”，这是中国
美术馆举办的屈指可数的传统工艺美术界个
人作品展之一，是奠定寿山石雕由工艺迈向
艺术的一场展览。

勤奋好学

立志做优秀的寿山石艺人
走进郑幼林工作室，展示柜陈列着一件件

精美的寿山石雕作品。一面墙上，挂着中央美
院院长范迪安为他题写的“融古铄今”和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为其题写的“禅趣石韵”。

“石出寿山，艺出鼓山”。1969年，郑幼林出
生在鼓山脚下的“石雕之乡”。孩提时代的他，
一有空闲就钻进雕刻作坊，帮匠人打打下手，极
大地满足了好奇心。一晃眼，高中毕业了，父母
安排他去厦门一家电器厂上班。终日枯燥的流
水线让他厌烦，才一周，他就提着行李回家，决
定拜师学石雕。

正式拜师后，他很珍惜学习机会，一直是最
积极的徒弟，第一个到师傅家里帮忙打扫，最后
一个回家。

然而，他的学艺生涯并不顺遂。学艺3个月
后，师傅家里出了点事情，不再授徒了。在家里
彷徨了几天后，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决定自学。

20岁的郑幼林，有了明确的人生方向——
做一名优秀的寿山石艺人。

他从路边捡了一块加工废弃的峨眉石，依
照自己的想法和师傅此前的教授开始雕刻，但
凡无从下刀的时候，就去寿山石店铺找灵感。

20世纪 80年代，福州仅有两三家寿山石店
铺，适合偷师和学习的地方并不多。尽管如此，
几个月后，他的第一个作品问世了。

他拿着作品战战兢兢地去寿山石店铺，希
望行家能帮着点评一二。没想到，对方却看上
了这个作品：“工艺不错！80块卖吗？”

80块，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大
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

用一块就地取材的废料，换来了人生中的
第一笔收入，郑幼林知道，他选择的人生方向没
有错——“我是有悟性的！”

此后，郑幼林的艺术创作之路渐入佳
境——

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祖光；

1995年，入行 6年后，他前往新加坡举办个
人作品展，大获成功；

而立之年，入福建省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再
深造；

……
渐渐地，郑幼林的作品开始有了自己的风

格，能随心“驾驭”各种寿山石，创作出憨态可掬
的弥勒佛、活灵活现的孩童等。

在郑幼林看来，作品要有文化内涵，并且要
与个人情感相结合，才富有鲜明的生活气息。
他运用圆雕与高浮雕相结合、写意与写实相结
合的技法，在传统造型布局上敢于追求诙谐、夸
张的生活气息，展现精湛的雕刻技艺和独有的
艺术韵味。

“要‘俏色巧雕’，即运用石头内部色泽的变
化，再把对世间美的理解融入原材料里，加以雕
刻”。在郑幼林的雕刀下，作品呈现当代审美标
准，细节刻画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具有鲜明的
生活气息，越过视觉，直抵心灵。

独具匠心

将儒释道文化融入作品
一位优秀的雕刻艺术家，首先要具备娴熟

的雕刻工艺，但仅有“术”，只能称作“匠”，不能
成为“师”。

大师的背后，必须兼具“艺”与“信”。“艺”为
艺术修养，雕刻家必须有深厚的艺术积淀和独
到的艺术品位；“信”为理想和信仰，直达人心的
作品，必须有穿越时光的共同信仰，才能历久弥
新。

随着岁月的积淀、阅历的丰富，郑幼林越来
越追求精神的皈依、灵魂的完满。于是，弥勒成
了他钟爱的题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佛”，在郑幼林的眼里，
弥勒兼容天下、空灵超脱、喜乐欢愉，是他心之
念之的人生境界。

“弥勒满腔欢喜，忘我且宽容，已到无为何
需禅的化境。当下的纷扰红尘，正需要这份淡
然和心静。”

郑幼林沐手所刻之弥勒不是一般概念的
佛，而是阔胸圆脸、体态舒展、开怀逍遥、充满欢
喜的佛，投射了人间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
宽容、亲善、智慧、诙谐、轻松。

“我希望，看到我的弥勒作品，那一刻是恬
淡和愉悦的。”郑幼林说。

艺贵在新，而技艺在不断变化中趋于成熟，
逐步成法。就郑幼林雕刻的弥勒而言，这些不
变化的部分就是其相应的法相规制和内涵：或
豁达、或包容、或童真；而变化的则是弥勒形象
创造过程中弥勒与作者心灵刹那间对话的灵
感，以及由灵感而生成的独特表现。

除了欢喜超脱，他还强调“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寻觅天道机趣与雕刻技艺圆融一体。

作为寿山石雕界中青年的中流砥柱，郑幼
林以巧夺天工的构思和娴熟的雕刻技艺，创作
出数量颇多的当代田黄石雕精品，也因雕刻田
黄作品数量较多而被石雕界和收藏界称为“田
黄专业户”。

他不仅精通各种雕刻技法，而且将传统美
学、西方美术理论、中西方哲学融入寿山石雕之
中，创作出系列技艺精湛、艺术品位高雅的寿山

石雕佳作。在他的作品中，珍贵的田黄石必须
惜石如金，尽可能保留石头天然的美丽。

郑幼林最满意的作品，并非斩获大奖的原
创，而是优化他人雕刻成品的作品。

他曾买过一块寿山石，石料非凡，天生丽
质，但工艺不仅没有为石料增色，反而掩盖了石
料的光华。购进后，他对石料做了改动，保留了
石料的8分，去繁就简后，光华四射，脱胎换骨。

他说，也许，这就是寿山石与儒释道文化的
关系。

建言献策

传承保护寿山石文化
对于郑幼林来说，每件作品都像是自己的

“孩子”，都有一段故事，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眼
中，每次创作都是一种全新体验。

如今，寿山石雕承载了商业性，有很大的市
场诱惑。郑幼林希望让寿山石雕艺术彻底回归
人性，回归到艺术本身。“这几年，我更多的是学
习如何把传统技法和诗词歌赋、西方传统美学、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创作中对事物、
人性和艺术有更多的思考和积累。”郑幼林说。

为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郑幼林致力于把
寿山石雕传承带进高校。作为福州市政协委
员，他积极为寿山石文化传承与保护建言献策。

他多次在提案中建议，设立福州寿山石雕
刻艺术创意研究中心，主要用于创意研发设计
推广；集聚行业优秀的雕刻艺术家，共同研究推
进寿山石雕刻艺术的创新、创意工作；加大力度
做好雕刻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培训工作，设立
聚匠寿山石雕刻技术职业培训学校；定期邀请
有关印石收藏协会来榕，开展寿山石雕刻艺术
创意研讨会、鉴赏会；适时在中心举办寿山石雕
刻艺术创意大赛和作品展，鼓励雕刻人员大胆
创新、创意，开展现场技艺擂台比赛……

针对福州目前大小不一、布局零散的寿山
石交易市场，郑幼林和 30多位政协委员联合签
名，提出在晋安区选址兴建大型寿山石雕刻艺
术城，集展示、销售、研究、传承、拍卖等功能于
一体。他还建议，在高校开设雕刻艺术专业或
高级研修班，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一辈。

值得欣慰的是，由郑幼林牵头倡导的寿山
石创意研究中心已经成立，闽江学院设立的雕
刻研究所也已挂牌，这将推动寿山石雕刻艺术
进一步走向大众，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把闽都
特色文化名片擦得更亮。

而郑幼林的创作之路未曾停下脚步。“未来
我的作品将更多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从生活中提炼要素进行创作。”郑幼林说，他最
近常在思考如何从短暂有限的生命里，体现无
限的价值。未来，他将更多地把作品寄托在山
水、田园之间，注重山水自然与人的融合，把作
品变得更有情怀。

郑幼林有一幅著名金石书画家潘主兰题写
的字——“花如解语殊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用精致的木框装裱挂在墙上，每每注视，总提醒
着他静心走进石头的世界。

“石头有着壮丽多姿的形态，是无言的诗、
不朽的画，是无声的歌、不歇的舞，应该让它们
焕发出应有的文化内蕴。”郑幼林如是说。

（通讯员 吕晓艺）

让寿山石焕发文化内蕴
——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雕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郑幼林

只有为人才营造“最舒心”的环境，才

能让晋江释放出吸引人才的强力“磁场”，

为高质量发展集聚“第一资源”。近年来，

晋江通过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服务体系和创

新创业新生态，为来晋创新创业的人才提

供专业化、全面化的贴心服务，让人才“来

了就不想走”。

博士回乡创业种玉米
晋江多措并举吸引人才回乡创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