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揭晓，一位
来自江西景德镇手工制瓷传承匠人，带
领他的丰瑶胭脂红扒花班组站上领奖
台，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这位匠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胭脂红釉料
配制”代表性传承人、丰瑶品牌掌门朱
筱平。

矢志不渝 上下求索

国礼文化是景德镇陶瓷血脉中抹不
去的遗传基因，多年的匠心传承与创新
赋予丰瑶打造国礼的超凡实力，探求这
一路走来的艰辛轨迹，可依稀寻觅其成
功之道。

生于 1960 年的朱筱平，祖辈世代
制瓷，传承到他已是第八代。幼儿时期
的朱筱平常跟随父母进出景德镇艺术瓷
厂，是闻着樟脑油味儿长大的。瓷厂里
那些大小各异、造型逼真、画面精美的
瓷器，以及全神贯注低头绘瓷的师傅们
和一年四季都似蒸笼般的窑炉给他留下
了深刻印象。传承陶瓷技艺的理想在朱
筱平幼小的心灵生根发芽，这缘分一结
就是30余年。

成人后的朱筱平恰好赶上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间档口，好思善行
的他一边虚心向瓷厂老师傅们求教制瓷
技艺，一边积极开拓市场和销路。其
间，由他制作的高档彩绘鸟食罐，在东
南亚地区非常畅销，不少购买者奉若至
宝，收藏至今。

这段求学经历让朱筱平积累了丰富
制瓷经验和客户资源，羽翼渐丰的他立
志把祖辈千年陶瓷文脉保留延续，做景
德镇最好的瓷器，不负瓷都盛名。

追求精卓、挑战极限是朱筱平骨子
里就有的“蛮”劲儿，令许多陶瓷专家
望而却步的胭脂红陶瓷，他却情有独
钟。相较于其他釉色，胭脂红最贵族的
表现是用微量金子作着色剂烧制而成，
把握好着色剂用量和烧制温度显得更难
能可贵。

从 2007 年开始，朱筱平倾其全力
投入到胭脂红的研制开发上，经过无以
计数的试制和失败，2011 年胭脂红珍
瓷终于在孜孜以求的朱筱平手中复烧
成功。

为了准确把握泥胎高岭土配方和陶
瓷釉料中釉果的投放比例，朱筱平常把
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废寝忘
食。为了得到胭脂红最好的配方原料，
他遍访世界各地购买宝石红、玛瑙红等
各种天然矿料；为了呈现具有官窑水准
的瓷品效果，他极度讲究制作工艺和烧
制温度，以至于精确到每一件瓷胎有多
少表面积，该投入多少克的颜料，保证

每件瓷品煅烧六次之多……当看到一件
件灿若紫霞、白如温玉的胭脂红当代官
窑精品呈现于世，并以精美绝妙和厚重
奢华的气息征服观众，朱筱平就会感到
深深的欣慰和满足。

由于探索出一套领先的烧制胭脂
红工艺技术，实现了中国现代陶瓷工
艺的巨大突破，朱筱平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胭脂红釉技术传承人”。

匠心丰瑶 国瓷器质

“我们丰瑶人有着近乎苛刻的品控
意识，并逐步形成将工艺做到极致的职
业素养。”在朱筱平看来，严谨的态度
是丰瑶之所以领行业之先、入围国家质
量奖提名的要义所在。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朱筱平和他
的丰瑶胭脂红扒花班组复兴了失传百余
年的皇家御窑胭脂红原料配比和烧制技
术，实践中逐步凝练出“匠植于骨髓、
心融于品质”的质量理念，创造出“丰
瑶”这一胭脂红扒花系列产品的民族品
牌；聚集了材料配方、成型、施釉、装
饰、烧成等各领域能工巧匠的丰瑶团
队，以明清官窑制瓷为标准，产品纹饰
不输汉唐，华贵可及康乾。

设计环节，朱筱平要求团队挑战工
艺难度，不断推陈出新，丰富产品品
类，满足客户需求；制作环节，制瓷工
匠必须随身携带温度计、湿度计、比重
计，因时节气候变化科学调整工艺，严
格按标准实施，精确到毫厘；在包装环

节，任何有违高端品质的细枝末节都不
会被轻易放过，哪怕是包装材料有些许
气味、不能做到完全严丝合缝等，都要
想方设法将细节处理完美……

“‘国瓷’二字意味着严苛，意味着压
力，意味着责任。”朱筱平认为，只有时刻
铭记自己是在做国瓷，按照国瓷标准从
难从严实施，做出的产品才能配得上国
瓷品质。太多人习惯将“手工陶瓷是泥、
火、人的艺术，怎能没有瑕疵”作为放松
品质要求的借口，朱筱平则用行动和成
品诠释他至臻至美的制瓷态度。

“老祖宗的国礼瓷金字招牌千万不
能砸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只有青出于蓝
胜于蓝，才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景德
镇、对得起国家。”这是朱筱平经常挂
在嘴边的话。

对话世界 感恩报国

本着“践行工匠精神、超越官窑品
质”的价值追求，朱筱平在传承中全面导
入“独特工艺、精细流程、绿色生态、高端
定制”的品牌建设体系和管理模式，凭借
其独特的精湛技艺、兼具传承和创新的
配方工艺，以及一丝不苟的质量把控，制
造出代表世界水平的陶瓷产品。

打造手工陶瓷的世界品牌不仅需要
精湛的工艺技术，更需要国际化的视野
和思路。除了钻研胭脂红工艺外，朱筱
平经常到世界各产瓷国考察，一方面寻
找适合制作胭脂红的原矿料，如红宝
石、玛瑙等，另一方面广泛学习，博采

众长。
在参观英国最负盛名的哈洛德百货

公司时，朱筱平发现这个专售高档奢侈
品的商场楼顶插满了不同国家的国旗，
唯独没有中国的五星红旗。原来，这是
该商场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凡有哪个国
家的商品进入商场展示售卖，就会插上
该国国旗。在这样高端的商业平台上，
却没有中国制造的身影，朱筱平为此受
到极大震撼。

他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让
“丰瑶”打造成享誉全球的瓷器品牌，
我要带着世界上最美的胭脂红来到这
里 ， 让 五 星 红 旗 在 商 场 上 空 高 高
飘扬。

进入本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逐
渐增强，国际交流开始增多，国家层面
对能够最大程度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礼品
瓷的需求日渐增大。朱筱平敏锐地捕捉
到这一变化，及时将丰瑶战略重心聚焦
到国礼瓷的开发制造上来。

探索初期，朱筱平摸着石头过河，
艰难前行。虽然几经坎坷，却坚守景德
镇瓷业传承创新痴心不改。

2018 年 6 月份，在中朝两国领导
人会晤现场，以丰瑶“国色天香”胭
脂红茶具款待朝鲜领导人；7 月底，
朱筱平设计的六套产品被国家领导人
访问非洲五国时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
领导人……近 5 年间，丰瑶品牌先后
有数十款胭脂红系列产品被甄选为国
礼瓷，供重要国事活动场合使用，以
及赠送给外国元首。

江西景德镇手工制瓷传承匠人朱筱平——

坚守成就国瓷器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从肢残青年成长为致富带
头人的农民企业家，吴忠尚实
现了年少时的梦想。

“我乐观、用心、想得开，遇
到困难终能克服。”作为浙江义
乌双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忠尚说起话来简单明了。

吴忠尚4岁时因患小儿麻
痹症导致右脚残疾，但他心中
始终有着理想和追求：腿残了，
心不能残，志不能丧，人不能
废，一定要振奋精神，勇敢面对
未来。

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吴忠尚放弃继续读书，
开始学习修理自行车、电动机，
随后来到一家工厂当了机修
工。上班两年，吴忠尚每月的
工资少到只够自己开销。他
想，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自主
创业。

1989年，吴忠尚第一次创
业，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他购
买了 200 只蛋鸡，办起了养鸡
场。从此以后，他吃住在鸡棚
里，与鸡为伴，以鸡为邻。一
天，天蒙蒙亮，他发现鸡舍里的
鸡倒了一大片。兽医闻讯赶
来，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可还是
损失大半。

面对这一始料不及的状
况，吴忠尚直发懵，但很快他镇
定下来，决定钻研养鸡技术。
此后，他学习兽医知识，学习鸡病的防治方法，自学考取
兽医师执照，运用科学方法养鸡。

辛勤的劳动总会有回报。吴忠尚的蛋鸡陆续产蛋，
第一年，他赚了 3000 多元。第二年，他扩大养殖规模，
养了350只蛋鸡。第三年他养的蛋鸡已有1000只，第四
年达到1500只。

随着农村养殖业蓬勃发展，当地养鸡户逐渐多了起
来，鸡的价格不断下滑。吴忠尚深思熟虑后决定转型
——开办饲料加工厂，开始第二次创业。

1993年，吴忠尚筹资10多万元创办了义亭鲍宅饲料
厂。因为他讲诚信，所以在养殖户中赢得了良好口碑。
1998 年，他扩大饲料生产规模，成立了宗祥饲料有限公
司，并与美国“百瑞尔”开展技术合作。2003年，他又合资
创办了义乌市绿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如今，该公司年销
售肉鸡300多万只，是金华市远近闻名的龙头企业。

随着事业逐步发展，吴忠尚的干劲越来越足。于是，
他又开始第三次创业——创办兽药厂。2003年，吴忠尚
控股浦江双峰兽药厂。两年后，该厂整体搬迁至义乌义
亭工业区并更名为“义乌双峰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2006 年，吴忠尚又投资 200 余万元建设研究中心，被授
予“义乌双峰动物药业研发中心”。

如今，该公司已建立起一支专业知识丰富的研发队
伍，不断研发新产品，并为养殖户提供综合的畜禽疫病防
治方案，年产值逾千万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我们不仅要创造经济效益，还要将社会效益放在心
上。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及畜禽疾病预防与治疗。”吴
忠尚说，从 2005年至今，双峰动物药业公司研发中心为
义乌市200余家养殖专业户作免费药敏诊断试验50000
余例，为养殖户挽回了不少经济损失。

该公司不仅是“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义乌市诚信农
资企业”“浙江省农资诚信企业”，还是“福利企业生产管
理工作先进集体”。作为义乌市社会福利企业协会理事
单位，该公司为部分残疾人提供长期就业。

身为义乌市肢残人协会主席，吴忠尚积极参加慈善
公益活动，不断帮助残疾人士。“对处境特别困难的肢体
残疾人，我们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
到关怀。”每年春节吴忠尚都带头捐款，开展贫困残疾人
走访慰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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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瑶胭脂红扒花班组全体成员合影（前排右二为

朱筱平）。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 朱筱平。 （资料图片）

近日，在江西于都县岭背镇塘溪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记者看到 100多位老人边吃蛋糕边聊着开心的事，个个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这种“幸福的事儿”在这里天天上
演。

这个社区老年活动中心是一名叫谢旭辉的当地年轻
人于2016年端午节期间发起建立的。从建立之日起，中
心每天向老人开放，每周为老人提供两次午餐，每月为社
区当月生日的老人过集体生日，从未中断。

“一个人做公益，悄悄地做，影响有限，爱心传播有
限，爱心能量汇聚也有限。如何带动更多的人来献爱心，
为家乡的老人过上老有所乐的生活做点实事，是我多年
思考的问题。”见到记者，谢旭辉说起他建立这个老年活
动中心的初衷。

前段时间，听说有老人过生日，谢旭辉立即放下在广
东的生意，专程回到于都老家看望村里的“父母”。岭背镇
塘内村党支部书记刘权明说，不少老人看到谢旭辉回来
了，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脸上满是幸福的
笑容。“我的父母前几年走了，现在全村100多位老人都是
我的‘父母’。”谢旭辉把全村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尽孝，
全村老人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

给敬老院老人送棉被，给困难户送温暖，修桥铺路捐
款……“做些公益，是非常有意义和快乐的事情。”谢旭辉
先后给敬老院捐赠100床棉被，捐款6000元……每年拿
出几万元支持县里的公益事业。

“从 2000年起，谢旭辉开始热心公益事业。他是个
朴实、谦逊、诚信、善良、有爱心的年轻人。因为他有良好
品德，他的企业也做得风生水起。”刘权明说。

做公益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谢旭辉利用村里空
置的房屋、戏台等场所，为老人们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开
办道德讲堂，让老人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只要全村的老人每天快乐多一些，我的付出就值得！”谢
旭辉微笑着说。

谢旭辉和他的“父母”们
本报记者 崔国强

“0G676 次，18∶40 进库，虹四组作
业，全列强化垃圾桶保洁。”傍晚6时，在
上海虹桥整备库内值班室，祁苏兰下达
着各趟入库高铁的保洁安排。

“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一
名铁路员工，更想不到我会成为高铁保

洁主管，还当上了上海市职业道德模
范。”说起 21 年来从农家女到靠体力工
作的务工者再到一名科技化、信息化高
铁保洁值班员，上海华铁旅服公司虹桥
库内保洁项目部值班员祁苏兰，发自内
心地感受到如今工作生活真是越来
越好。

1997年春节刚过，祁苏兰离开了江
苏泗阳的家，告别了丈夫和 1 岁多的儿
子，在初中同学的帮助下进入上海一家

玩具厂做流水线工人。
2004年，上海铁路局开行庞巴迪列

车，并首次对外招聘一批专业保洁员。
“能进铁路工作是我以前不敢想的，尽管
我已经是流水线上的组长，可当我看到
招聘信息后立即就报名了，我记得当时
招聘要求挺高，有五六十人报名，结果只
录取 6 人，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
的岗位。”祁苏兰说。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善于动
脑筋肯卖力气的祁苏兰很快脱颖而出。
2007 年，沪宁线开行动车组，祁苏兰被
挑选到动车组做保洁。2010年，上海虹
桥整备库应运而生，祁苏兰干上了保洁
班长，2011 年京沪高铁开通，祁苏兰带
领姐妹们用心扮靓高铁。期间，她和团
队一起总结出“收、掏、扫、刷、擦、整、摆、
清、拖、验”高铁保洁十字作业法，有效提
高了保洁效率和质量，在上海局开行的
高铁动车组上被广泛推广使用。

2013年下半年，华铁旅服公司探索
引进国际先进的保洁工艺。当时厂家来
传授使用方法的老师拿出十几种清洁
剂，瓶瓶罐罐让人眼花缭乱，大家怎么也
记不住用法，老师生气地说：“你们是最
没学习能力的保洁工。”听到老师如此瞧
不起人的话，祁苏兰不服输的犟劲上来
了，她根据高铁上的不同保洁材质，将那
些瓶瓶罐罐分类后逐个实验。在公司领

导的支持下，祁苏兰晚上带领姐妹们用
不同的试剂上车作保洁实验，比对保洁
效果，白天则根据晚上的实验效果研究
配比浓度，晚上再实验。经过反复实验
比对，最终调试出三种清洁试剂，一直到
目前还在使用的高铁 1 号、2 号、3 号。
这三个型号研制出来后，基本解决了过
去保洁需要大量水的难题，各种污渍只
需喷一喷抹一抹，便可基本去除，厂家看
后都佩服。

随着虹桥整备库保洁高铁数量迅猛
增加，祁苏兰感受到科技发展的趋势。
2013年，初中文化的祁苏兰开始利用休
息时间在外面报班学习，掌握了计算机
操作技能，获得中专文凭。

2016 年，随着智能化信息化普及，
华铁旅服公司大面积引进机械化保洁，
祁苏兰带领姐妹们认真学习引进的抛光
机、地毯清洗机、吸尘器、蒸汽机、板壁机
等现代化保洁机械操作方法，掌握操作
性能。“现在，我们保洁工由过去趴在床
铺底下搞保洁的苦劳力，变成轻松操作
机械的操盘手，大家工作起来更有尊严
了。”祁苏兰说：“如今，我已是保洁主管，
既感到自豪又感到压力，我们一定要精
益求精把每一列高铁保洁成精品，让高
铁名片熠熠生辉。”

2017 年复兴号开行后，华铁旅服
公司对高铁动车组保洁实行信息化管
理。信息系统和保洁班长、列车长手中
的作业交互机相连，只要浏览下电脑，
就可以轻松地了解到每趟高铁动车组的
卫生状况，以便给作业班长下达保洁计
划安排。

“现在，我已在老家泗阳县城买了一
套120平方米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汽车，
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祁苏兰满脸
幸福。祁苏兰（左一）带领姐妹检查高铁动车车厢卫生。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梦想开出幸福花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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