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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精彩

精雕细琢显匠心

6月3日，在大田县博雕古建工艺品制
造厂，负责人苏初传全神贯注地用刻刀对
一尊关公木雕进行精修，身旁刻有花鸟的
茶桌、弥勒佛木雕等作品栩栩如生。

苏初传今年54岁，出生于大田县太华
镇甲魁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从事木雕
工作已20余年。他坦言：“刚学雕刻时，我
的手指经常被刻刀划破，想过要放弃，但是
出于对木雕工艺的喜爱和谋生需要，还是
咬牙坚持了。”

苏初传打小就喜欢绘画，高中毕业
后，先后在德化陶瓷厂和惠安木雕厂当学
徒，对雕刻越发感兴趣。于是，他认真学
习基本雕刻操作工艺，仔细观察老师傅如
何使用刀具，一有空闲便到其他车间闲
逛，了解木雕的打磨、修坯和彩绘等流
程，抓住一切机会提高雕刻技艺。勤学苦
练，善于钻研，苏初传逐渐摸出了门道，
雕刻技艺越来越好。

1999 年，苏初传从木雕厂辞职，回到
大田，成立博雕古建工艺品制造厂，承接木

雕生意，把木雕当作职业。
苏初传回忆，在朋友的介绍下，自己

接到了第一单木雕活：“当时既兴奋又忐
忑，生怕成品顾客不满意。”为此，他详
细询问顾客要求，认真构图，细心雕刻。
此次雕刻很顺利，7张案板原材料一张也
没浪费，贡桌成品出来后，顾客很满意。
首战告捷，给了苏初传满满的信心，随后
便源源不断有顾客找他订制木质饰品摆
件、茶桌、匾额等。

为适应新变化，苏初传还专程前往
市工艺美术首届高级人才研修班以及福
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州大学厦门工
艺美术学院等地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木
雕工艺水平。

慢慢地，苏初传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乡村匠人，福州、尤溪等地的人也慕名请
他承接各类木雕活儿。如今，除了木雕作
品，他也承揽祖祠翻新、桥梁修建领域的
木雕活。

“他雕刻技术精湛，对作品要求严，单
子交给他我很放心。”客户邱国南说，上月，
他找苏初传订制一块富春宫牌匾雕刻，完
工后，当他看到拍照作品，表示黑色底漆有
点粗糙，苏初传当即再花费近一个多小时
进行精修。

一路走来，苏初传的木雕作品频频获
奖，根雕作品在三明市庆祝建党90周年暨
辛亥革命百年艺术品展览获二等奖、连续
两届获得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铜
奖、大田县非遗手工技艺大赛雕刻类银奖、
大田县第二届职工文化节“福”文化工艺美
术创意二等奖……

篾编老人的坚守

一根竹子，一把小镰刀，再通过纯手工
编织成款式各异的竹篮，不仅是一种谋生
技能，更是一项传统技艺。

“一根麻竹片要用小镰刀削三次，才能
做成编织竹篮的材料，每次切片都要非常
均匀，才好编。”6月4日，在建宁县溪口镇
枫元村吴山小组，占彩贞正拿着小镰刀，将
一根根麻竹削成又细又长又软的竹篾，动
作十分娴熟。

今年74岁的占彩贞，小时候在浙江生
活，16 岁就开始编竹篮，如今已经不知不
觉编了58年了。“当时，我们从浙江逃难过

来，就学会了编竹篮这个谋生技能，我们管
竹篮叫‘难民盆’。”打开记忆的闸门，占彩
贞娓娓道来。

手艺人不容易。从选竹、砍竹、破
竹、削竹、编篮……每一道程序都是纯手
工，一天下来，正常情况下占彩贞也只能
编两只竹篮，就算加班加点，一天最多做
四只。

“这种竹篮一只卖 15 元，一天下来只
能挣几十块钱，年轻人不愿意，只有我们这
种上了年纪又没什么劳动力的人，才会花
时间做一些卖了补贴家用。”占彩贞说，自
己40多岁之前也都是在田里干活，后来出
了车祸，腿脚不便，就只能在家里靠编竹篮
挣一些钱，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说着，占彩贞把她使用多年的小镰刀
递给记者，只见镰刀已被磨得发亮，刀柄处
更是磨出了几道沟壑。岁月不仅在这把小
镰刀上留下了印记，也在占彩贞的手上留
下了痕迹，她的每根手指头都比一般人的
粗，布满厚厚的老茧。

“我们平时不怎么编的，偶尔编一编，
手都会磨出泡，还经常被刀削出血。”一旁
的枫元村妇联主席吴惠香说，现在全村会
编竹篮的不下 30 个，但真正在编的人很
少，因为不挣钱。有时候，村里举办“花海
跑”等活动，村民们也会拿一些到活动现场
售卖，这样售价能高一些。

占彩贞一边拿出样品，一边接过话茬：
“一般情况下，都是江西那边的老板过来收
竹篮，我们是根据订单来做的。竹子的形
状和大小也要按照客户的需求来，有花篮、
菜篮，还可以编成小小的果篮，生意好的时
候都很抢手。”

“虽然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我对编竹篮
感情很深，年轻时靠这个谋生，现在老了靠
编竹篮打发时间，希望有人能把竹编手艺
传下去。”占彩贞感慨。

重振传统工艺任重道远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
了巨大改变，曾经走街串巷的手艺人吆喝
声，离我们渐行渐远。

在采访中，多数乡村匠人表示，以前
靠手工制作的现在大多已成机械化，再加
上很多手艺人赚不到钱，年轻人也更向往
大城市的生活，所以大多数传统技艺面临

失传。
苏初传深有体会：“就像手工木雕工

艺，要经过设计、构图、雕刻、抛光等工序，
其中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运刀、雕刻的
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没个三五年时
间很难学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愿意沉下
心去学？”

如何让传统手艺发扬光大，更好地传
承下去？

近年来，我市加大对传统工匠的挖掘
培养力度，2023 年建立首批“三明乡村工
匠”人才库200人，推荐100人参加省级乡
村工匠评选、2 人参加全国乡村工匠名师
评选。今年年初，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了2023年福建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名单，我
市有7位工匠上榜。乡村工匠名师认定机
制的建立，不仅是对非遗人才的肯定和激
励，也有助于激发更多传统技艺传承人积
极投身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出生于1960年的蔡和书就是7位上榜
省级乡村工匠名师名单的工匠之一，他从
事黄酒酿造四十余年，是“尤溪桂峰黄酒酿
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为保护和传承这项传统技艺，他注册
“蔡岭坊”商标，打造蔡岭坊家庭农场并成
立尤溪县首家由村集体投资的旅游公司，
大力发展桂峰酿酒业，如今桂峰黄酒已成
为响亮“名片”。

大南坑位于将乐县安仁乡蜈蚣鼻村，
这里曾是我国重要的陶瓷生产地。随着时
代变迁，绝大多古柴窑已渐渐被废弃，只
有“陈记柴窑”的主人——陈克余、陈振
云父子依旧保留着完整的传统陶瓷制作技
艺。2014 年，他们注册成立将乐陈记柴
窑陶瓷发展有限公司，进一步保护和发展
传统陶瓷制作技艺，其工艺陶瓷、仿古陶
瓷及特色定制陶瓷产品备受市场欢迎。
2018年，“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列入福
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
年，“将乐分式龙窑建造技艺”，列入福建
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重振传统工艺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这些根植于三明沃土的能工巧匠在
传承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正以更加符合
时代发展和受众需求的方式，赋予其新的
生命。

“警察大哥，你们千万要劝住我妈妈，
那可是她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6月18
日，家住永安市燕东街道仙泉社区的郑大
妈儿子欧先生焦急地说。

当天，燕东派出所仙泉警务室民警照
常参加仙泉社区晨会，市民欧先生却急匆
匆找到民警。“我妈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请求民警帮助。”欧先生急得连说话都变得
语无伦次。

民警立即前往欧先生家中向郑大妈了
解详细情况。经了解，郑大妈将自己的养老
金1.1万元转账给一个店铺老板，叫店主用
她的养老金拿去投资理财，孩子担心母亲
被骗，便马上求助民警帮忙要回养老金。

“您认识收款人吗？”“收款人跟您是
什么关系啊？”“转账用途是什么呀？”在
郑大妈家中，民警不断询问。郑大妈表示
没见过对方，双方一直通过电话和微信交
流。至于转账用途，郑大妈却含糊其辞地
说了一句：“店铺老板跟我说会帮我赚更
多的钱。”

在民警的再三询问下，郑大妈终于透

露自己转账1.1万元是店主拿去投资理财，
之所以不敢向警方说实话，是因为她担心
向警方说了，就没法跟着店铺老板投资赚
钱了。“对方说用我攒下的养老金拿去给他
们投资理财，可以赚得比银行利息更多的
钱。”郑大妈说。

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民警首
先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燕东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与投资店老板取
得联系，经过民警耐心地沟通后，店主同意
退还郑大妈的1.1万元养老金。次日，欧先
生告知民警其母亲已收到退还的养老金。

“感谢你们及时上门劝阻，不然我妈妈
可能还会投进去更多钱，到那时后悔就来
不及了。”欧先生说，遭遇投资理财诈骗却
未损失分毫，是民警的功劳，今后一定要让
老人家擦亮眼睛，对民警的话牢记于心，不
轻信他人，不给陌生人转账。

为感谢民警认真负责、为民服务的工
作态度，郑大妈和儿子特地制作了一面印
有“感谢人民好警察，尽职尽责排民忧”的
锦旗，送到仙泉警务室表示感谢。

永安：警方快速止损1.1万元
●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通讯员 冯尤杏

乡村乡村“守艺人”守护多彩传统文化
●卢素平 曾 程 罗珍华 文/图

木匠、篾匠、石
匠……曾经，乡村
匠人是乡间一道流
动的美丽风景，他
们的存在，使得乡
村生活更加充实和
色彩斑斓。如今，
这些身怀高超技
艺、根植乡村沃土
的能工巧匠，成为
了传承传统记忆、
留住乡土情怀的重
要符号。

“食堂对库存过期、临期食材没有
及时清理，学校食堂监管机制不健全，
存在对校园食品安全漏管失管风险，
请你们立即整改……”6月11日，大田
县纪委监委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
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联合相关部
门，到县城中小学校园开展食品安全
专项监督检查，现场督促相关学校对
发现问题限时整改，并将问题梳理反
馈至教育部门，要求督促整改，补齐工
作短板，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校园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各方关
注的焦点，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
事关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今年来，大
田县纪委监委将“校园食品安全”列为

“点题整治”重点项目，聚焦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坚持靠前监督，把日常监督
延伸到食品安全监管一线，压实校园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校园食
品安全风险隐患，以监督利剑构筑校
园食品安全屏障，守护学生“舌尖上的
安全”。

为有效提升监督质效，大田县纪
委监委成立“室组地”联动监督组，采
用“点穴式、嵌入式、沉浸式”的监督方
式，以“四不两直”的方式直插学校食
堂、餐厅、后厨、仓库，重点查看学校环
境消杀、食品配送运输、食材进货查验
贮存、配餐供餐方式、器具清洗消毒、
人员健康管理等重要事项和关键环节
是否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检查食品安
全责任制落实情况，确保校园食品安
全各项监管措施落实到位。

“我们紧盯存在问题和整治成效，
建立健全定期约谈、一线督导、协同联
动等工作机制，形成专项监督引领、常
态化治理跟进、‘回头看’监督评效的
整治体系。”大田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和
漏洞，能现场整改的，当场反馈给学校
或相关部门结合实际立行立改，不能
现场整改的，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建立
工作台账，并持续开展监督“回头看”，
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逐条整改销号，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确保做到真改、实
改、彻底改。截至目前，共开展专项督
导2轮次，给予3家食堂经营主体行政
处罚，发现并整改问题31个。

此外，大田县纪委监委推动职能
部门在全县中小学校分批次开展食堂
食品安全“沉浸式”体验活动，动员学
生家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动执法
人员到学校食堂实地检查，陪餐陪食，
实现“问题”群众来说、“建议”群众来
提、“成效”群众来评，提升群众参与
感、获得感，共累计在36所中小学开展
活动。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市场监管
局、教育局等部门持续开展校园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以严肃追责问责压紧
压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着力发
现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彻底等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监督工作实
效为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
航。”大田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童作
光表示。

靠前监督 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吴联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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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初传介绍自己的雕刻作品 占彩贞在编竹篮

苏初传在雕刻佛像

苏初传承接祖祠翻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