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七月，位于福州市闽清县上莲乡海拔 450米
的丰达农场内，1000亩紫薇花开正盛。驱车而上，漫
山的紫粉色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景。农场内，台
湾蜜雪梨和黄金百香果挂满枝头……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山。在这背后，是福
建省闽清丰达生态农业大观园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长陈谟凑长达约 40年的坚守。近日，陈谟凑被评为

“2023年福州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1963年，陈谟凑生于上莲乡。“当年这里都是荒

山。1981年，我通过跑运输赚到了第一桶金2万元，承
包了60亩山地种果，蜕变从此开始。”陈谟凑回忆道。

1994年开始，陈谟凑引进或引种了雪柑新品种、
美国脐橙、台湾青花梨、意大利血橙等水果，以及大红
紫薇、樱花、香樟、红豆杉等名贵苗木，就连良种猪和
良种山羊等也成了山里的“长住客”。

在种养过程中，陈谟凑发现市场上所培育的果苗
多以常规方式生产，往往由于根系不够发达，影响果
苗的成活率，也影响了果苗的速生快长。

果苗是发展果树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有什么办
法能培育出好的果苗？经过一番探索，陈谟凑对传统
果树育苗方法进行创新。

“我以波浪式水泥拱形板作为底板形成育苗盘，
并自创独特营养土配方，再配备从以色列进口的微喷
设施。这样一来，不仅管理方便、排灌条件好，且起苗
简便，并可抑制主根生长，促进侧根生长、须根旺、起
苗不断根，种植后成活率达 100%。”陈谟凑介绍，这个
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可应用于多果苗繁育，所培育
出的果苗根系发达，苗木可以速生快长，经济效益显

著，技术水平达国内先进和省内领先。而这项“底盘
营养土果树育苗法”获得个人发明专利，曾获福州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

2015年，陈谟凑率领丰达农场调整产业结构，引
进欧洲鳗鱼可控生态精养技术，建设鳗鱼生态精养工
厂。他研究出更先进适用的鳗鱼工厂化生态养殖技
术，这项技术构建鳗鱼生态环境水循环自净化不换
水，并辅助保温、控温装置（空气能），水温恒定能达到
最佳的鳗鱼生长环境。

“养鱼先养水，有了最佳的鳗鱼生长水体，鳗鱼才
不会生病，才不需要用药，才能长得更好更快。”陈谟
凑直言，与普通鳗鱼场相比，这项技术设施建设前期
投资大、后期投资小，投产后更是大量节约生产成
本。“整体评估，这项技术实现了低成本、无污染、高效
益。”

率先引入沼气处理技术、发明“病树拔除装置”专
利技术、引进“胡瓜钝绥螨”……多年来，陈谟凑十分
重视农业技术创新，个人拥有18项实用新型与发明专
利，并在福州城区、闽侯、连江、南平、尤溪及本地各乡
镇推广优良品种和新技术，让几千农户受益。

如今，陈谟凑将丰达农场打造成名贵花卉苗木种
植、果蔬种植、家禽家畜饲养、鳗鱼可控生态精养、休
闲观光、教育培训等于一体的综合生态农场，6000亩
的“荒山”变成了“金银山”。（通讯员 梁凯鸿 俞美燕）

6月 6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和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
的“锦绣山西 多彩非遗”2023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活动期间，主办方发布了

“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3年
度入选名单，并为入选首期计划的20位青
年非遗传承人授牌。

据悉，“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
划”2023年度共计 806人申报，项目确定
有效申报共 719人，申报人整体技艺水平
较高，具备较大成长潜力。经专家组初
选、复选、面试及项目管理委员会审定，最
终遴选出首批扶持的青年传承人 20人。
其中，闽侯县荆溪镇厚屿村的张升华是福
州市唯一入选的青年传承人。

传承家族技艺

雕填髹饰造精品

在闽侯县荆溪镇厚屿村的一座老宅
子里，笔者见到了张升华，当天，他正和父
亲张家文一起用推光技艺为一对高达 3.1
米的雕填镶嵌凤穿牡丹大对瓶进行最后
的“美容”。

笔者用手抚摸瓶身，发现瓶身起伏的
图案居然没有任何的凹凸感，原来这是采
用濒临失传的雕填镶嵌技艺加工而成。
作为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脱
胎漆器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升华主

攻这种技法。
“脱胎上百道工序，这种技法在漆艺

技法中颇具特色，涉及美术设计、绘画、雕
刻、髹漆等多个领域。”张升华表示，他在
传统雕填镶嵌技艺的基础上，创新用贝
壳、蛋壳作为镶嵌材料，让普普通通的贝
壳化身为美丽的凤凰羽毛，产生的效果别
具风韵，让整个花瓶更加靓丽。

“完成一件漆器作品是非常繁琐的工
程，需要极大的耐心，短则数星期，长则一
两年，像这种大花瓶表面的装饰物完成
后，还需刷几遍透明漆，来使漆器表面恢
复平整，这个过程需要两年时间。”张升华
坦言，这项技艺不但是技术活，还是体力
活。可他大学毕业后却主动接过父辈衣
钵，用一生去传承，因为这项技艺是他们
家族的荣耀。

“我的祖父张国潮是脱胎漆器鼻祖沈
绍安第五代传人沈幼兰的女婿兼学徒，传
承了沈家大部分的技艺。父亲张家文承
袭家业，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创新，现
在已是省级工艺美术大师。我从小耳濡
目染，对脱胎漆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张
升华说道。

小到脱胎漆器“小十五宝”，大到高
3.6米的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雕填
缠枝牡丹大花瓶脱胎漆器……张国潮、张
家文、张升华祖孙三代，用数十年如一日
的传承和坚守，制作出无数精美的脱胎漆

器艺术品。
如今，张升华作为青年传承人更是传

承了父亲的全套技法，并形成自己的特
色。经过反复研究、改善原料，张升华将
雕填工艺提升到了新高度，避免了雕填过
程中易裂变的缺陷。2014年，其代表作四
方形雕填花瓶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
百花奖金奖。

注入青春力量

闽侯漆器美名扬

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如何传承下去？
如何为非遗注入青春力量？非物质文化
遗产如何真正融入当代生活？……这些
是张升华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些年他对漆
艺传承发扬可谓不遗余力。

他和父亲张家文一起打破了“传内不
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老观念，成立张家文
脱胎漆器大师工作室，和林敏丽等 7名中
高级脱胎手工技师签订《师徒协议》，将毕
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曾负责福建技师
学院 2012级和 2013级脱胎漆艺专业定向
委培学生的实训技术指导，并承担行业大
师带徒传艺工作，培养漆艺专业技能
人才。

“福州大学城建在我们闽侯县，人才
是这里最大的优势。我希望在政府部门
的牵头下，与高校开展战略合作，培养更

多的漆艺人才，让我们的老手艺不断传承
下去。”张升华说道。

近年来，闽侯县金鱼产业迅猛发展，
闽侯县也获评为中国金鱼之乡。张升华
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推动“闽侯金鱼+漆
艺”艺术创新实践。在他看来，传统的福
州漆器技法“暗花”，能够巧妙地展现金鱼
在水中若隐若现的感觉，著名的“气死猫”
系列脱胎漆器作品，正是运用了这项技
法。这些年，张升华将闽侯的兰寿金鱼、
熊猫蝶尾金鱼等特色品种融入脱胎漆器
作品中，让闽侯金鱼文化与“漆艺非遗”交
融共振，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未来，县里计划建设金鱼文化产业
园，这是个通过金鱼文化展示漆艺文化的
良好机会，我希望通过设计创作更多作
品，将闽侯金鱼与福州脱胎漆器两张烫金
名片巧妙融合，让传统脱胎漆器更好地融

入生活之中。”张升华激动地说。
借着入选“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

计划”的机遇，张升华将得到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
文化遗产司在资金、项目上的支持。他期
望借此推动社会力量参与脱胎漆器髹饰
技艺人才梯队建设，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
活，实现代代相传，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
发展，圆青年人的脱胎梦。

“当初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
是我们30人耗时5年8个月挑战极限制作
出来的作品。如今我还想再次挑战，制作
5米高的脱胎漆器大花瓶，而这需要更大
场地，更多的脱胎漆器技艺能手一起创
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的这个梦想可
以实现！”展望脱胎漆器的未来，张升华信
心满满。 （通讯员 陈堡 杜江）

“在您的引导下，我从一个不怎么喜欢读书的
小孩变成了喜欢读书的小孩。”

“您很有学问，您的教育方式好！”
“之前我不喜欢写作文，但因为您，我喜欢上

了写作文。”
“赖老师，我想请您摘下口罩笑一下。咔嚓、

咔嚓，您的微笑我收到了。谢谢老师，您辛苦了！”
……
每每，在孩子们的作业或是不时收到的小纸条

上，看到如此这般的话语，赖老师的脸上总是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对于来自福建德化第二实验小学、
现任教于新疆昌吉州第三中学的援疆教师赖婉钰
来说，这些无疑是辛苦付出之后，最最美好的收获！

关注个体 培养习惯

要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首先要关注他们的
学习状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2021年秋季，赖
婉钰初来乍到，接手小学六年级两个毕业班的语
文教学。她不急不躁，在日常教学中注意观察发
现，通过让孩子们练笔《自我介绍》《我对赖老师
说》，以及课间个别交流等，充分了解孩子们方方
面面的情况，因材施教。

针对少数民族学生多、语文基础弱、语文学习
习惯没有养成等情况，赖婉钰耐心地一步一步带
领孩子们认真朗读、边读边思考、书写工整、每天
坚持阅读和朗读的习惯等等。

2022年秋季，面对的依然是新一届的小学毕
业班的孩子们。受疫情影响，孩子们只能通过网
课学习。赖婉钰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学习状态和心

理感受，并及时进行沟通疏导，让孩子们能够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坚持努力学习。

携手教研 交流共进

面对新学校、新同事，赖婉钰总是积极热心，
善于沟通交流、团结协作，认真做好班级和学校的
各项工作。对于传帮带的同事，赖婉钰也是细心
关注对方需求，赖婉钰善于启发、敢于直言的性
格，得到了受援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为了孩子们，携手学校与同事是一方面，还得
携手孩子们背后的家长。作为具有多年班主任工
作经验的老师，赖婉钰一直非常注重家校沟通。
疫情期间，借助钉钉平台、手机电话、微信等，她积
极与家长交流，了解孩子们的情况，并对家庭教育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她经常转发有关
家庭教育的文章，供家长们参考和学习。

反思总结 提炼升华

赖婉钰善于反思总结自己的教学过程与行
为。立足孩子们的实际基础，进行教学，以期他们
学得更好；在孩子们的表现中回头看自己的做法、
特别是不足，以期自己教得更好；关注闽昌两地孩
子们学习表现的异同、背后的原因，思考更好的教
学之道……如此种种，皆可提炼成文——发表在
福建省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原主任林冬青老师的公
众号“课堂漫话”，与闽昌两地的同事们、全国各地
的同行们共勉。不可不提的是，成文的过程，往往
也是再次思考、萌发新想法和新教法的过程。

一年多的援疆时光，虽转眼即逝，但赖婉钰的
内心却是充实的！因为付出，所以收获！天山脚
下，暖阳灿烂，孩子们笑了，家长们笑了，同事们笑
了，赖老师也笑了……

（来源：福建省援疆微信公众号）

为非遗注入“青春力量””
——记“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首批入选人张升华张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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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人才风采

天山脚下的“支教路”
——记福建省援疆教师赖婉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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