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春节前后，是各类人才换岗
流动的高峰期，也是企业开工复产的
关键期。为全力稳就业、保用工、促发
展，推动助企暖企“春风行动”走深走
实，中国海峡人才市场从新春以来，以
党建为引领，在全省持续开展“新春开
门·春风送岗行动——我为人才做好
事”活动。

在活动中，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以开展“春风行动”为契机，突出就
业优先导向，聚焦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等重点人才群体，通过举办招聘会，
开展直播带岗、返工接驳、职业技能培

训等多种渠道，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人
才能就业、好就业、就好业，着力稳就
业、保用工、促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

“我为人才做好事”党建品牌，以高质
量党建实现 2024 年人才就业创业工
作“开门红”。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在全省各地全
面启动春风送岗行动中，积极搭建供
需对接平台，计划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166场，截至目前已举办67场，3100多
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 6.4万多个，入
场应聘11.7万多人，促成就业意向1.3
万多人。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携手全省人社

部门，组团赴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计
划开展劳务对接活动 47场，目前已开
展 26 场，组织 63 家企业送出岗位近
万个。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还积极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做好农民工就业帮扶，推
送一批家门口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机
会，近期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14 场，
帮助近千名劳动者提升就业创业
能力。

下一步，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将根
据不同阶段的人才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重点，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打造“我为
人才做好事”党建品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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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2023年福建省级
乡村工匠名师遴选结果，三明市三八红旗手、妇女代
表，尤溪县沈熹茶叶专业合作社“妇女微家”微家长
——林秀娟被认定为福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

“这是刚刚研制出来的新品‘朱子桂岭茶’，选用
桂峰的优质桂花窨制而来，品品看。”尤溪县闽中茶城
内，伴着阵阵茶香，制茶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评茶技
师林秀娟招呼茶友品新茶。

45岁的林秀娟是尤溪“茶界大师”。她不仅拥有
三明市制茶大师、三明市五一劳动奖章、三明市三八
红旗手、2021年度“三明工匠”、2021年度福建省农村
实用人才带头人、福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等多个头
衔，还是省农业农村厅认定的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省人社厅认定的“福建省技能大师工作室——林秀娟
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2022年11月30日，她被正
式认定为三明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尤溪绿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从小与茶结缘

尤溪县位于戴云山、武夷山两大山脉中间地带，
地理位置独特，形成的小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生长，早
在唐代就有茶叶生产的记载。

《尤溪茶志》记载，从明朝开始，位于蓬莱山东南
侧山坡的坂面镇际头村湆头山就盛产一种好茶，零星
分布在海拔五六百米的丛林中，小乔木树型，树势直
立，节间甚长，披针叶形。这种茶清新洁净、沁人心
脾，成为当地百姓祭拜佛祖的首选供品，奉为仙茶。

林秀娟的外婆陈凤英正是坂面镇际头村的一位民
间制茶师，林秀娟从小耳濡目染，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清代以来，当地人通过锅炒、摊凉、炒干等方法
制成绿茶，其汤色清澈、味鲜甘甜，爽口怡人。”林秀娟
说，外婆的父亲陈开源就是制茶师，家族从清光绪年
间开始种茶、制茶，到林秀娟算是第四代传人。

1999年，林秀娟22岁，来到坂面镇集体企业下坑洋
茶厂，学习工厂化制茶技术，不久成为一名制茶技术员。

在下坑洋茶厂，她参与了茶园管理、炒制流程和
品质把控，深刻认识到制茶技术的重要性。“同样的茶
青，不同人炒制，质量是不一样的。”林秀娟说。2001
年前后，茶厂解散。林秀娟与两位合伙人成立了自己
的茶厂——“熙盛茶厂”，承包茶山，开启了自己的制
茶之路，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茶农。

在挫折中醒悟

林秀娟制茶，采用传统工艺。历经采摘、摊青、杀
青、摊凉、干燥五道工序，制作出色绿、汤绿、底绿的全
炒青茶，其外形扁直、香气鲜活持久，滋味浓厚甘醇。

经过几年打拼，质量和产量不断提升，销售却成
了难题。2004年，她带上精制的 11千克好茶到安溪
茶叶交易市场。可是没渠道没平台，也不知道行情，
就定价为每千克340元，一位客商出价每千克200元，

还价后以每千克220元成交。让她郁闷的是，客商当
着她的面以每千克1320元的价格立马转手了。11千
克茶叶，“中间商”净赚 1.21万元，那是当时林秀娟的
茶厂一整个秋季的收入。

吃了个大大的哑巴亏，林秀娟痛定思痛：不仅要
会制茶，还要会品茶、评茶。想通了这点，林秀娟就着
手购买书籍、上网自学相关知识。

“转机出现在 2008年，尤溪县举办首届评茶员培
训班，请名师授课，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学得特别
多、特别快。把之前文本中得到的知识都一一对应上
了。”林秀娟说。

经过“点化”，林秀娟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
2011年，林秀娟进入三明市农业学校茶叶专业，在职
学习茶叶生产与加工。此后，她先后通过了由省人社
厅组织的国家二级评茶员、一级评茶员的等级考核，
逐渐掌握了茶类、茶品质和审评等各项技术。

“懂得评茶后，不仅可以准确指导茶叶生产工艺
的改进，还能对产品进行准确定价，此后再没有出现

‘血亏’现象了。”林秀娟笑着说，有了系统理论的支
撑，茶厂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重萎凋轻发酵”，理论知识不断运用到实践生产
中，经过多次摸索、尝试和提升，林秀娟创新推出了

“闽心尤溪绿茶”“闽心尤溪红”等产品。“闽心尤溪红”
被福建省名优茶评审委员会评定为省优质茶。2021
年，她推出的“闽心春咏翠梅”一举获得三明市春季茶
王赛绿茶组茶王；2022年，她的“一芯一意”再次获得
三明市春季茶王赛绿茶组茶王；在 2022年第五届全
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茶叶加工赛项福建省选拔
赛中，林秀娟脱颖而出，准备代表福建省参加总决赛。

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一片叶子滋养了我，我要让茶香飘得更远。”
林秀娟用实际行动，证明她已深植在这片土地上。

2010年，林秀娟牵头，12户茶农共同成立尤溪县
沈熹茶叶专业合作社，注册“闽心”商标，实行多品类发
展，茶叶基地面积已发展到847亩，茶叶加工厂也有4
个。在合作社里，社员们优势互补，通过统筹资源，运
营品牌，开拓市场，茶叶卖到了全国各地，去年销售额
400多万元，同时带动100位采茶工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林秀娟带领社员们积极参与实施现代茶
业项目建设，大力推广茶园生态改良、绿色防控、高效
机采配套等五新技术，主动在茶园套种紫云英、油菜
花等绿肥作物，以代替传统施肥，降低化肥使用量，有
效提高茶园养分，改善茶叶品质，稳定茶叶产量，减少
茶树病虫害发生。

油菜花开正盛，桂花香飘满园。除了套种绿肥作
物，林秀娟还在茶园里种上了四季桂和樱花树等高杆
深根植物，让喜阴的茶叶和喜阳的树木各得其所，高
低枝杆竞相生长，实现优势互补。“相对高的四季桂和
樱花树会引来鸟类停留，帮助捕捉茶树害虫；生成的
落叶、枯花能覆盖茶园，提高茶树的抗寒能力；腐烂后

的花叶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善茶园生态环
境，提高茶叶产量与品质。”林秀娟说。

现代茶业的发展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
2019年，林秀娟主持合作社，主动承担起坂面镇际头
村“湆头山仙茶”保护区建设项目，开展道路沟渠修
缮、挂牌立碑等设施建设，扦插扩繁、茶类适制性试制
及组分分析等保护建设。“种质资源是极其珍贵的农
业遗产与自然资源，保护种质资源基因库意义重大。”
为此，林秀娟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加强保护和研究。

如今，尤溪全县茶园总面积达8.4万亩、茶叶加工
企业215家，如何帮助更多茶农走上更有特色的产业
发展之路？

林秀娟走上了培训辅导岗位。2016年，她成为三
明市闽中茶业职业培训学校的授课教师，对评茶员、
茶艺师等技能岗位进行培训辅导，几年来参与培训12
期，人数达到 326 人次；2020 年，林秀娟带头成立了

“妇女微家”，在其中分享制茶知识，鼓励没有固定收
入、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采茶、种茶，带动了周边
100多名妇女加入茶产业。去年，林秀娟被省科技特
派员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选任为“省级个人科技特派
员”，挂包茶产业相对薄弱的管前镇。

“看到茶农们丰收的喜悦，内心有着无比的幸福
感。”林秀娟说，接下来她将更加努力地用自己总结的
经验和学到的知识，带领社员和茶农们，规范茶园管
理、制作优质茶叶，销往世界各地，一起增收致富。

（来源：尤溪县妇联）

在仙作木雕工艺领域，有一位为人低调，常凭作
品技惊四座的“大佬”。从人民大会堂的屏风座架，
到古建古迹的修缮、创意工艺品，他的作品独具匠
心，在一众木雕工艺企业中尤为别致，被誉为“南国
神雕”。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中国
建筑营造技艺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游良照。

1951年，游良照出生于仙游县大济镇一个农民
家庭，从小就被精湛的木雕艺术所吸引，喜欢绘画、
雕刻。高中毕业后，游良照师从雕刻名家“洋塘木
雕”传人吴长根，得授精髓技艺，还向仙游画派巨匠
李耕大师高徒周秀廷学习国画艺术，刻苦钻研画与
雕、形与艺的融合，22岁成为仙游县雕刻工艺厂雕
刻组长，主要生产外销工艺品为国家创汇。1981
年，他创办龙星工艺厂，凭借精湛的营造工艺常受
邀参与东南亚各国大型佛像雕塑、古建制作和修缮
项目；10年后，游良照引进外资创办龙威工艺有限
公司并成立仙游县工艺美术研究所，被誉为“闽中
木雕第一家”。

游良照在大木、小木、细木诸领域一通百通，纵
横艺雕、古建木作、古典家具、青铜雕塑等行当，被
联合国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从艺 50多年
来，游良照勤耕磨炼，用一双长满厚茧的手创造出
一件件富有生命力的精品。

在游良照看来，“没有大自然的造化，就没有木
雕艺术的美；没有文化底蕴，就没有艺术生命”。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对大自然的酷爱以及在木雕、
绘画领域的广泛吸收，造就了他独特的“高山流水”
雕刻技艺法。游良照的作品《手不释卷》取材自金丝
楠木天成自然的造型与线条，施以奇巧的工艺，塑造
了好学乐天的诗人苏东坡形象；作品《曲项向天歌》
源自一段老挝酸枝木边角料，游良照随形就势发现
了“藏”于其中的高雅“天鹅”，完成了一件韵味无穷
的佳作……一件件作品的诞生，看似灵机一动，实则
都是游良照几十年来深厚艺术功底的积累和顺其自
然、奇拙不乱、简练别致的技艺相结合形成的。

2008年，在两岸艺术论坛上，游良照在即兴创
作环节，以“山水情”为灵感回应台方的“母子爱”作
品，以祖国壮丽山河为灵感，把一衣带水的台胞母
子拥抱在一起，巧妙借用自然山水与人物关系展现
了家国亲情的意境，使各大媒体争先采访报道，成
为“两岸美谈”；2009年，游良照以海南黄花梨《清乾
隆十二扇曲屏风》，摘下央视《寻宝——走进莆田》
节目“民间国宝”桂冠；2011年，由他主持的木作营
造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他
被授予“中国民族营造技艺大师”称号；2015年，游
良照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清明上河图”大屏风底
座制作，在大作上首创的龙凤阴阳榫倒挂、公母带
孙拥抱榫、井卯八向银锭榫、五头七尾连环榫等创
新之举，获“人民大会堂感谢状”殊荣。

游良照待人谦恭有礼、温文尔雅，谈起创作时
神采飞扬、激情满怀。如今，游良照已年逾古稀，常
自喻“农夫耕田，我耕木”。在他的艺术馆里，木香
萦绕，案头是一尊正在创作的泥塑雕像和中国历史
手绘稿，自制的摇椅、穿衣镜、百宝箱、木雕摆件等
俯拾即是，身体力行地诠释手艺即生活。“尽可能保
留原木造型和纹理，以创意和想象赋予它特定的形
象。”除道法自然，游良照纵情诗词歌赋、绘画雕塑，
追求“古道照颜色”，将五千年文明史作为不竭素
材，创作中注以先贤掌故，佐以精雕细刻，再落笔生
花，他还以“召八艺人”为艺名，希望召集八方之力，
传承、创新木雕工艺。

荣誉等身的游良照，一直刀耕不辍，并带出一
支优秀木雕工匠队伍。他提出“神奇、简洁、永恒、
文明”的八字雕魂，要求团队所创作的木雕必须是
朴实、精巧、简洁、健美而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
精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做到做不动了为
止。”正是这炽热的爱成就了游良照的半生传奇，一
件件作品，彰显了他对真、善、美的褒扬和追求，寄
托了他对国泰民安、艺无止境的向往和期盼。

（来源：东南网 福建日报记者：林爱玲）

“农夫耕田，我耕木”
——记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大师游良照

今年初，2023 年度三农人物
推介结果揭晓，福建富邦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富邦食品”）总经
理吴妘蓁获评。

据悉，年度三农人物是大型公
益推介活动，已举办十五届，共推
选出近 200位三农人物，其中包括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申纪兰等心系“三农”
的典型代表。

“年度三农人物既是荣誉，也
是责任的延续！富邦食品接下去
将继续做‘一颗有思想的丸子’，服
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吴妘蓁
这样表示。

20 世纪 80 年代，吴妘蓁的母
亲蔡阿粉就在台湾做贡丸。1998
年他们举家来到泉州，也将美味

“贡丸”带到泉州。从此，泉州成了
她的新家。2019 年，她接过了父
辈的担子，全面接管富邦食品，带
领企业开拓新市场、新领域。

“从一颗丸子出发，我们走了
两代人。自台湾到泉州，由家庭作
坊到规模化生产再到如今的数字
化工厂，贯穿始终的无非是‘匠心’
两个字。”吴妘蓁笑着说。

她传承弘扬工匠精神，走出传
统思想的束缚，在她手中，贡丸不
再是单一的白色，形状也不再是单

纯的球形。
“一颗有思想的丸子，就是要

好吃、好玩（丸）、有故事，与消费者
产生共鸣。当共鸣产生后，消费者
会有认同感。”吴妘蓁认为，消费场
景在升级，消费者的习惯在改变，
企业需要不断探索创新，保持活力
和竞争力。

无论是营销模式创新还是制
造研发升级，最根本的是人才。作
为一家传统台资企业的管理者，吴
妘蓁深谙此理。“台湾拥有夯实的
农业加工基础、庞大的文创青年群
体，还有先进的高新技术人才团
队。”吴妘蓁介绍，富邦借助台资
优势，不断从台湾吸引各类研发创
新人才。

富邦食品作为台资企业，在吴
妘蓁的带领下，助力两岸融合发
展，连续 16 年参加海峡两岸农产
品采购订货会。2023 年更是荣获

“两岸好农货”“最受欢迎伴手礼
奖”等荣誉。

吴妘蓁表示，希望通过惠安台
湾农民创业园这个平台，吸引更多
台胞台企，尤其是青年人来到泉州
就业、创业，把更多台湾美食带到
大陆。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
学习平台 作者：罗晴 作者单位：
惠安县融媒体中心）

台胞风采

福建 技能大师 风采

在助力茶产业发展的赛道上精彩绽放
——记国家一级评茶技师、高级制茶工程师林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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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福建富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妘蓁

中
国
海
峡
人
才
市
场
开
展

中
国
海
峡
人
才
市
场
开
展

﹃﹃
新
春
开
门

新
春
开
门··
春
风
送
岗
行
动

春
风
送
岗
行
动

——
我
为
人
才
做
好
事

我
为
人
才
做
好
事
﹄﹄
活
动
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