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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力量

﹄
焕新非遗传承耿丹丹

调 饮 师 ：调 出 人 生 好 滋 味

调饮师梅阳（左）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上图 中交一航局二公

司总技师管延安。

刘 畅摄（中经视觉）

下图 管延安（左）和同

事在工作现场。

刘 畅摄（中经视觉）

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传统剪纸、

面人、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

各地春节活动增彩添色。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截至目前，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成为展示中国形象、传播

中国声音的重要内容。让非遗“活下

来”“火起来”，离不开非遗传承人以及

从业者的坚守、传承和创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 后”“00

后”年轻人苦学技艺，成为非遗传承

人，他们用双手和智慧，让非遗焕发出

新光彩。他们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

时，通过独特的创意与巧思，让老技艺

更加贴近生活。例如，彩陶等“老物件

儿”在青年非遗传承人的设计下，成为

大众喜爱的艺术“潮玩”；非遗创作搭

上文创、直播“快车”，在网络上频频

“出圈”⋯⋯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加强非遗传承人群培养。当前，社

会各界正积极营造鼓励非遗等传统文

化创新的良好氛围，并通过健全非遗

人才成长培养机制，让非遗人才发展

有平台有舞台。

做好非遗传承，任重道远。如何

守住初心、顺应时代、敢于创新，让手

工技艺传承下去并绽放光彩，值得思

考和探索。

顺应时代，敢于创新。非遗的保

护传承，重在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

价值。对于青年非遗传承人来说，把

传统技艺和新时代的生活审美结合起

来，需要做出更多适合当下生活场景

的创新。但创新亦要守正，要坚守其

本味，不可华而不实。此外，还需要具

备“互联网+”思维，利用新技术新方

法提升改造和广泛传播传统技艺，让

其更加贴近生活，从小圈子逐步走向

大市场。

执着专注，苦练技艺。非遗之所

以珍贵，不仅源于其所传递出的历史厚重感，而且源于精妙

的技艺、高超的水平。要掌握甚至精通一门传统技艺不可

能一蹴而就，拼的是日积月累、勤学苦练。须怀有敬畏之

心、耐得住寂寞，埋头虚心学习、苦练过硬本领，以“工匠精

神”要求自己，用精湛的技艺传承非遗之美。

传承文化，发扬光大。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青年非遗传承

人应该多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好以非遗为代表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积极传播中国独特的文化资源，让非

遗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周末清晨，位于北京市青年路商圈的

朝阳大悦城尚未开始一天的喧嚣，茶饮店

的调饮师已经开始忙碌。早上 8 时，平凡准

时到店，娴熟地穿好工服、确认工牌、完成

手部消毒、戴上手套，开始一天的工作。

近年来，新式茶饮颇受年轻人喜爱。

随之而生的新行业——调饮师，也逐渐成

为年轻人青睐的职业选择。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对调饮师的定义精准描述了其工

作内容：“对茶叶、水果、奶及其制品等原辅

料，通过色彩搭配、造型和营养成分配比

等，完成口味多元化调制饮品的人员。”

一专多能练本领

平凡所在的茶饮店，是北京最繁忙的

店铺之一，周末经常会出现爆单情况。为

此，早班小伙伴们需提前到岗，熬粉圆、洗

水果、煮茶汤⋯⋯在操作区忙个不停。

很多饮品原料都需要手工制作。“例如

茶饮里的葡萄果肉，每一粒都要用手剥，确

保里面没有籽。”平凡说。

很多年轻人是由“粉丝”进入调饮师行

业的。平凡说，她对一款款口味独特、用料

丰富、设计时尚的饮品毫无抵抗力。出于

对茶饮的喜爱，两年前，这个“95 后”女孩进

入了调饮行业。

“刚开始以为调饮师门槛低，时间久了

才发现，要想胜任还得付出不少努力。”平

凡回忆起刚入行时的尴尬事，看似很容易

扣的杯盖，却怎么也扣不严。“不同杯子搭

配不同的盖子，外卖一体盖、拱盖等，各种

盖子盖起来的手感都不同。要在盛满饮料

的状态下迅速盖好盖子，得相当熟练才能

做到。”

身为门店的“外场服务大使”，平凡还

有一项职责，确保柜台饮品摆放位置无误，

堂食区环境整洁，以及引导顾客购买饮品。

“由于饮品品类多，有的顾客需要店员

详细介绍，这就要求我们对每一款饮品的

特点了然于心。不仅会做，还要会推介，做

到一专多能。”平凡说。

团队合作拼销量

上午 10 点，茶饮店开门营业。店长田

帅一边盯着电子显示屏上不断更新的订

单，一边提醒店员注意操作细节。

今年 30 岁的田帅加入调饮师行业已经

4 年多，一直在这家店工作。4 年来，很多小

伙伴进进出出，可田帅却坚持下来。“当初

来这里只想多赚钱，现在已经把调饮师当

成一份事业来干了。”田帅说，在门店内部，

调饮师会细分出很多岗位，例如服务线、吧

台线、后区制备线等 15 个岗位。

面对络绎不绝的订单，田帅不敢怠慢。

前台打单，在相应杯型上贴标，转手递

给身边的同事；同事确认饮品种类后，将小

料舀进茶杯，并用量杯量取牛奶，再用新量

杯量取茶底；下一名调饮师接过，根据顾客

要求精准加入糖量和冰量，用吧勺快速调

和，最后将饮品封口⋯⋯

“加料、调杯、制作各环节顺畅，才能以

最快速度制作饮品，缩短顾客等待时间。

一天最多要制作上千杯饮品。”田帅说。

开放式操作区，琳琅满目的设备和工

具，调饮师的一举一动全部透明。不到 20

平 方 米 的 吧 台 里 ，近 10 名 调 饮 师 各 司 其

职。一双双灵巧的手在瓶罐之间来回翻

转。不过，即便是目不转睛地仔细观察，也

很难把每一个操作要点完全看清楚。

虽然制作节奏飞快，但调饮师们并无太

多言语上的沟通，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手

势，彼此就能心领神会。“这就是默契。实际

上，每个环节都是对上一个环节质量的检

查。就好像调杯的人会检查加料的人操作

是否正确，客人的特殊需求有没有兼顾到。

客人拿到手中的饮品，至少要经过五六个环

节。”田帅说。

这其中，调杯可能是调饮中最复杂的，

需要调饮师记住每一种产品的配方。店面

有 30 多种口味的饮品，每款产品都有严格

的制作流程和配方，加之顾客有很多个性

化选项，如少糖、去冰、少冰等，为此，茶、

冰、水和糖量就会相应调整。“顾客多的时

候，根本来不及看配方，必须全部熟记。”田

帅说。

下午 6 点，店里的订单量仍没有减少。

虽然到了换班时间，但大家并没有离开岗位。

晋升有路创事业

调饮师团队的最大特点是年轻化、有

活力。以喜茶为例，在岗的调饮师超过 1 万

人，以“95 后”为主，拥有本科、专科学历的

员工也越来越多。田帅说，他所在门店有

30 多名调饮师，平均年龄 25 岁，甚至不乏

“00 后”。

逐渐完善的个人晋升通道，是吸引年

轻人进入调饮师行业的重要原因。2018 年

5 月，梅阳辞去原来的餐饮工作，只身来到

北京，应聘新茶饮门店的调饮岗。从初级

调饮师到高级调饮师再到门店经理，历经

4 年磨练，如今梅阳已晋升为区域经理，负

责北京 4 家门店的监理工作。

“茶饮的手工化程度远远超过咖啡，我

想这也是将茶饮师列为新职业的原因之

一。”梅阳介绍，“通常，基层调饮师负责茶

饮的制作、门店清洁和顾客服务；值班经理

则在上述基础工作外，负责门店人员的排

班与调度，了解门店业务；门店经理除了负

责人员管理外，还要负责门店业绩和利润

率的管理。”以初级调饮师为例，要想晋升

到高级调饮师，必须学习基础操作流程，通

过食品安全考核、顾客服务考核等。在完

成相应职级理论及实践考核并达到标准

后，调饮师就可以实现逐级晋升。

最近，梅阳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喜茶

给予门店经理及区域经理合伙人的新身

份。合伙人可根据门店运营情况获得分

红，不仅有可观的收入，还能提升管理能

力，完善个人职业发展。这意味着梅阳可

以自主经营门店，实现向经营者的转变。

“如今，新茶饮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市场需求大。调饮师职业的专业程度是提

升饮品品质的根本保证。我希望能一直做

下去，让更多人体验到新式茶饮的魅力。”

梅阳说。

性格内敛、不善交谈，是中交第一航务

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中交一航局二公司”）总技师管延安给记

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一聊起沉管安装工

作，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沉管内的安装

检查工作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举足轻重，沉

管上的设备不能有一点马虎⋯⋯”

管延安参与了包括港珠澳大桥在内的

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始终用精益求精、追求

极致的精神带领团队，做好每一项工程建

设。他经常说：“质量无小事，要存敬畏之

心。越是细小的活儿，越需要耐心细致。”

他坚守在工程建设一线，把工匠精神注入

每一项工作。

严谨专注求极致

管延安是农民出身，18 岁当上钳工学

徒。经过 20 多年实践积累，他不仅精通各

门钳工工艺，对电器安装调试、设备维修等

技术也得心应手。

2013 年年初，管延安成为港珠澳大桥

建设者中的一员。他带领中交一航局二公

司钳工团队主要负责大桥岛隧项目沉管舾

装和管内压载水系统等相关作业。

沉管舾装是确保沉管在海底安装对接

成功的关键工序，对安装精度要求极高，接

缝处间隙误差不得超过正负 1 毫米。

管延安带领团队以追求极致的态度，

不厌其烦地重复检查、重复练习，快速准确

地完成了相关工作。

在第 15 节沉管第三次浮运安装期间，

管内压载水系统突发故障，水箱不能进水，

管节继续沉放工作只能暂停。怎么办？

“必须要进入半浮在海水中的沉管内

维修。”管延安沉稳应对、熟练操作，他带领

班组人员从打开“人”形孔盖板到管内检

修再到封实，全程不超过 3 小时，效率之高

令人惊讶。“这得益于我们之前无数次的演

练，在每节沉管安装前至少要做 3 次演练。

这是第 15 节沉管，我们至少已经做过 45 次

演练。”管延安说。

除反复演练外，管延安还常跟年轻同事

说一句话：“再检查一遍！”同班组的同事甘

增超说：“管师傅上个螺丝都要检查三遍。”

在多年的一线实践中，管延安练就多

项绝活。例如，在深海中安装阀门拧螺丝，

要做到设备不渗水不漏水，安装接缝处的

间隙必须小于 1 毫米。这样的间隙无法用

肉眼判断，管延安硬是凭着手上的感觉，创

造了零缝隙的奇迹。

他还练就了“听”的绝活，在一次又一

次的工程复检中，只要用工具敲击拧过的

螺丝，通过细微的声音变化就能判断出螺

丝是否拧紧。

凭借安装零缝隙和听音辨隙的绝活，

管延安完成了港珠澳大桥 33 节巨型沉管和

6000 吨最终接头的舾装任务，做到手中拧

过的 60 多万颗螺丝零失误，保证了每一节

沉管的成功安装。

“专注，做什么事情都静得下心。”这是

甘增超对管延安的评价。“有时候，管师傅

已经把一个阀门安装得严丝合缝了，但为

了培养手感，让身体产生肌肉记忆，记住安

装时的各种细节，他经常把阀门拆下来再

安装三四遍。”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是管延安对

自己的要求。他常说：“安装好一个阀门不

难，难的是把每一次安装都当成第一次。”

钻研学习不停歇

港珠澳大桥建设完成后，管延安又投

入大连湾海底隧道建设中。

在大连湾首节沉管沉放前，管延安带

领舾装班、起重班在管顶来回穿梭，对管节

的管内和管顶舾装件进行多轮检查。

“沉管上的设备不能有一点马虎！”管

延安将“每一次都是第一次”的理念，延续

到大连湾海底隧道建设中。

安装当日一早，管延安带着设备部对

安装船上的机械例行检测。在绕着船舶和

管顶走过一圈后，他安排徒弟王连江去烧

两壶热水，拿到管顶拉合千斤顶的位置。

“拉合设备已经结冰了。”管延安说。

原来拉合千斤顶在低温和海浪的作用

下，已经被一层约 3 厘米厚的冰包裹，要用

热水把设备连接处的冰除掉。“拉合千斤顶

是沉管管节对接过程中的关键设备，每一

个小零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安装精

度。工程项目容不得半点马虎，所有小问

题都应该当成大问题对待。”管延安对细节

追求极致。

“管师傅这股认真仔细的劲头，特别值

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王连江说。

在大连湾海底隧道安装最后一个沉管

管节的过程中，面对“施工水域狭窄、系泊

工艺复杂、安装空间小、沉放控制难度大”

等多个难题，管延安和项目技术团队一道

分析现场情况。“技术员不断优化锚系布设

方案，调整带缆位置和顺序，进一步优化流

程。我就做好细节上的工作，再多检查几

次零部件，敲一敲、听一听，看看牢不牢固，

核对设备位置准不准确。”管延安说。

在 工 作 上 ，管 延 安 的 较 真 是 出 了 名

的。每一件设备、每一颗螺丝安装完后，他

都坚持做到反复检查三至五遍才放心。管

延安还养成了一个习惯：给每台修过的机

器、每个修过的零件做记录，将具体细节详

细记录在施工日记本上，里面不但有文字

还有自创的“图解”。从入行到现在，他已

记录了几大本笔记。工作闲暇之余，他还

经常拿出自己攒下的工作日志，仔细琢磨

研究，将其中的技术要领和心得传授给年

轻的工友。

“干工作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自己的技

术不够用，越想多学习。碰到问题就查资

料、看书，就想多学点知识和技术，干好自

己的工作。”管延安说。

尽心尽力带队伍

在中交一航局二公司，管延安还有一

个身份：大国工匠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

工作室立足沉管隧道建设，以攻克和

掌握沉管安装成套施工技术为目标，成立

了基础、浮运、安装、测控 4 个专项小组，依

托总工讲堂、技术交流等载体，积极开展技

术创新、工艺革新，取得多项科研技术成

果，也为企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管延安的带领下，大国工匠创新工

作室已经取得 19 项专利，团队 20 名成员全

部成长为跨海通道和船机修造骨干。

“大家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都比我

强，我要做的就是把大家团结起来，凝聚集

体智慧，多出成果，多培养技能人才。”管延

安谦虚地说。

“我平时最喜欢听机械加工和锤子敲

击的声音。”尽管收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管延安仍然忙碌

在生产一线，坚守并传承“工匠精神”，把新

时代产业工人的名片擦得更亮。

“我所做的工作其实并不难，但无论多

少螺丝都拧得严丝合缝，把安装工作做到

完美。”谈起对未来的打算，管延安的语气

坚定：“成绩都是干出来的！我们要继续团

结奋斗，为工程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总技师管延安——

听“ 音 ”辨 隙 有 绝 活
本报记者 周 琳

本版编辑 王 琳 向 萌 美 编 夏 袆

□ 本报记者 韩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