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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乡村工匠名师优势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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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雷 婷婷摄摄

与 瓷 为 伴 雕 琢 时 光
——记江西景德镇市名镇天下陶瓷文化创意公司董事长欧阳琦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爱 钻 研 的 崔 师 傅
本报记者 雷 婷

左图左图 名镇公司名镇公司董事长董事长欧阳琦正欧阳琦正

在制作陶瓷在制作陶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图上图 名镇公司生产的名镇公司生产的““陶瓷文陶瓷文

创地毯创地毯””应用在北京大兴机场应用在北京大兴机场。。

张张 妍妍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与往年不同，江西景德镇市名镇天下陶

瓷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名镇

公司”）董事长欧阳琦今年“高调”了许多。

前些日子，他在朋友圈回顾了去年拓展国际

市场的成绩：200 个中阿友好花瓶运抵迪拜；

成功促成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和景德

镇陶瓷大学签订战略备忘录⋯⋯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欧阳琦带领

团队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带

头研发陶瓷新产品、新工艺，助力传统陶瓷

产业转型升级。因业绩突出，欧阳琦先后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民营科技企

业家奉献奖、首届江西省创新争先奖等荣誉

称号。

欧阳琦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他说：“我

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我将继续

扎根家乡，做好传承、加强创新，努力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陶瓷品牌，为推动中国陶瓷

文化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讲好陶瓷故事

China，首 字 母 大 写 是 中 国 ，小 写 是 瓷

器。一件件精美瓷器，凝结着历代工匠的智

慧和汗水，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

国的重要文化符号和载体，千年瓷都景德镇

因此成为一张熠熠生辉的文化金名片。

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欧阳琦，从小

就浸润在陶瓷文化中，对陶瓷有着独特的情

感。虽不是科班出身，他却通过业余时间日

复一日地练习，习得陶瓷绘画的功夫。

除了懂工艺还要懂市场。在上大学期

间，欧阳琦就在父亲的支持下，去过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做陶瓷贸易，积累下丰富的商业

经验。回想起第一次出国参加陶瓷展览时

的情景，欧阳琦颇为感慨：“由于对当地文

化、习俗不了解，展销 20 多天一件瓷器也没

卖出去。当时，我有很强的挫败感，在与家

里通电话时，父亲的一句话‘要相信祖国陶

瓷文化的无穷魅力’触动了我，让我打消了

放弃的念头。”

大 学 毕 业 后 ，欧 阳 琦 进 入 父 亲 创 办 的

公司工作。彼时，他从一名车间质检员干

起，逐渐成长为公司主管技术研发和市场

销售的副总经理。欧阳琦主持研发的耐磨

砖等新型产品，获得国家免检产品等系列

荣誉。

欧阳琦坚信，只有在碰撞、交流之中陶

瓷之路才能越走越宽。他于 2016 年成立了

景德镇市名镇天下陶瓷文化创意有限责任

公司。欧阳琦说：“我们公司的创作理念是，

要扎根千年制瓷沃土，前瞻国际时尚潮流，

在创新中发展。”

“历史上，‘景德镇制’是精湛工艺和上

乘品质的代表。当下想进入国际市场，就要

根据时代需求为陶瓷产品注入新的文化，让

古老的陶瓷产业有更多‘打开’方式。”欧阳

琦说。

为适应国外市场需求，欧阳琦带领团队

尝试将国外的图案、纹饰融合进景德镇瓷

器，创作出的一些作品，颇受市场欢迎。“近

几年，依托线上销售，公司制作的陶瓷产品

已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说。

今年以来，欧阳琦和他的团队更是格外

忙碌，来自海外的客商纷纷前来实地参观、

打样。欧阳琦说：“陶瓷在中国对外文化交

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一张重要名片。‘以瓷为媒’书写

文化自信自强，我们重任在肩。”

走好创新之路

踩泥、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施

釉、起釉⋯⋯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

制瓷，要前后经历 72 道工序。景德镇

的瓷器之美，离不开精湛的技艺。“功夫下到

极致，才能提升技艺。”欧阳琦感慨，传承不

是重复，一切在于创造。他下决心走一条

“ 传 统 文 化 + 科 技 创 新 + 产 业 化 ”的 发 展

之路。

欧阳琦带领团队以纳米技术为依托，自

主研发制造兼具传统纤维地毯纹理和陶瓷

物理质感的艺术瓷毯。欧阳琦告诉记者：“瓷

毯不是织出来的，而是烧制出来的。为了找

到最合适的烧制材料，我曾经在一年间尝试

了 200 多种材料。”

谈及瓷毯的创作灵感，欧阳琦说：“我有

一次在宾馆喝咖啡时，不小心将咖啡倒在黄

色地毯上，咖啡渍很难清洗干净。但如果把

地毯换成瓷砖的话就太过坚硬，不够舒适，

于是萌生了研发陶瓷地毯的念头。”

在公司瓷毯展示馆里，陈列着上百款具

有东方设计元素的“陶瓷文创地毯”。工作

人员拿着利器在瓷毯上用力摩擦，火花闪现

之后，瓷毯安然无恙；将瓷毯摔在地上，依旧

是完整的，丝毫不见裂缝；打开手机相

机，将镜头拉大，瓷毯上的绒线

立马呈现出来。

“瓷毯看上去像地毯，摸上去有纤维质

感，踩上去有地毯质感，但材质却是陶瓷，大

大降低了后期的清理成本。”欧阳琦说。

多年来，欧阳琦团队的创新脚步从未停

歇。欧阳琦说：“公司自主研发的‘陶瓷文创

地毯’，不仅引领了家居装饰新风向，还广泛

应用于机场、高铁站、标志性建筑等大型工

程的装饰场景。今年，我们的瓷毯有望‘解

锁’更多应用场景。”

成绩背后是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欧阳

琦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一直强调：“持续创

新才能走得更远，专心专注才能走得更强。”

保护亮丽名片

“没有保护的创新等于零！”这是欧阳琦

对陶瓷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刻感受。

目前，名镇公司拥有的专利突破百件，

版权达到近百个。欧阳琦说：“创新并不是

容易的事情。每一个创新产品的研发和后

续运作，都需要公司投入大量资源。如果辛

苦研发的创新产品得不到有效保护，则会打

击企业创新热情。”

欧阳琦举了个例子。他带领团队研发

的 多 款 生 活 、建 筑 陶 瓷 ，很 受 市 场 欢

迎。其中一款产品还荣获第七届中

国陶瓷产品设计大奖赛技艺创新

奖。然而，欧阳琦从各地经销商那里却得到

不好的反馈：市场上有仿冒产品在销售。

“对方把我们的产品和他们的产品放在

一起，给客户介绍时强调说，一模一样的产

品，但他们的便宜很多。”自主研发的产品被

仿冒让欧阳琦感到痛心。

“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成百上千家，如果

遭遇侵权都听之任之，最后结果是大家都

宁愿模仿，而不愿意创新。”现实倒逼欧阳

琦不断琢磨，如何保护陶瓷产品的知识产

权等。

欧阳琦发起成立我国首个民间陶瓷行

业知识产权维权联盟，在保护陶瓷知识产权

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一步。在他的呼吁下，

2021 年，景德镇知识产权法庭成立，助力景

德镇陶瓷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这位民营企业家

说得最多的，是“诚信”“创新”这 4 个字。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昌。在陶瓷行业

摸爬滚打 20 多年，欧阳琦始终以诚实守信为

企业经营宗旨，潜心创业、认真经营，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和多年积攒的良好口碑，他带

领“名镇陶瓷”越走越远、越来越稳。

“坯房的泥，彩绘的料，窑里的火，都是

我儿时的玩伴。我愿做陶瓷的弄潮儿，今生

今世与瓷为伍。”欧阳琦的“陶瓷梦”更在于，

“我要创作出更多、更优、更美的作品，弘扬

陶瓷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崔志鹏师傅，您值乘的列车 1 时

30 分出勤，收到请回答。”

“司机明白⋯⋯”

10 年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延安机务段电力机车司机崔志

鹏一直以踏实勤恳、坚定务实的态度

在岗位上默默奉献，在新线开通、交路

调整、春运暑运等关键时刻，他主动请

缨 、勇 于 承 担 ，累 计 安 全 牵 引 列 车

1190 多趟，列车行驶总行程约 23.46

万公里，运输物资近 1.19 亿吨，为铁路

货运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4 年，崔志鹏毕业后，成为延

安机务段一名内燃机车学员。当时，

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砂石路连接他所

住的乡镇和工作单位，冬天一刮风，沙

子拍在脸上，打得脸生疼。

但崔志鹏不惧条件艰苦，一门心

思钻研业务。他每天 5 点半起床，认

真学习电路图，掌握机车操纵原理。

工作中，他勤于向业务突出的师傅请

教。由于表现出色，崔志鹏被选拔到

当时延安机务段客车牵引任务中。

一次，崔志鹏与师傅刘超担任牵

引值乘任务，列车正运行至一处上坡

道时，突然出现不调速的情况，随时可

能面临坡停。刘超指挥崔志鹏进入机

械间寻找故障点，并手动调节柴油机

供油拉杆。可是，崔志鹏始终没有找

到故障点，只能勉强将车辆维持运行

至下坡道。危机之下，师傅进入机械

间处理故障。“将故障排除后，师傅告

诉我，这只是个简单的调速器接线脱

落故障。由此，我发现自己的业务还

是不扎实，需要继续学习。”崔志鹏说。

此后，崔志鹏常常钻进机械间，对

照资料和电路图，学习机车构造。值

乘中，他认真分析故障原因，根据所学

知识和经验寻找解决办法。值乘任务

结束后，他会认真总结，并将处理故障

等经验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自工作

以来，崔志鹏发现并处置近百件隐患

和 突 发 故 障 ，防 止 各 类 安 全 事 故 30

余次。

“只有专业能力扎实了，才能最大

限度保障旅客安全。”多年来，崔志鹏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他牢记安全生

产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并通过深入研

究，总结出列车安全行驶的有效经验。

2018 年，崔志鹏对客车平稳操纵

方面进行研究，他分析了大量操纵数

据，尝试寻找操纵规律。经过不懈努

力，他找出客车快速进站平稳操纵的

方法，能有效避免因缓解空气制动后

的列车冲动。他提出的这套操纵方法

也为修订列车操纵“五色图”提供了技

术依据，为列车的平稳操纵、运输效率

的提升奠定了技术基础。

除了严格要求自己，崔志鹏还积

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一心一意传授技

艺。凡是崔志鹏带过的学员、搭过班

的同事，都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

“我和崔师傅搭班值乘，崔师傅突

然问我有没有听到漏风的声音，那时，

我并没有察觉。崔师傅打开窗户听了

听，就让我去机械间检查。进入机械

间后，我发现干燥塔排风不止，于是立

刻进行了故障处理。”崔志鹏的同事赵

柏川告诉记者，内燃机车的噪声特别

大，崔志鹏能在噪声中听到漏风的声

音，还能准确判断出是从哪里发出的，

这说明他具有扎实的业务知识与良好

的应急处置能力。从那之后，他更加

佩服崔志鹏了。

“与崔师傅搭班的那段时间，我进

步很快。崔师傅经常告诉我，只有自己

能力变强，才能平安开好每一趟车。这

就是心中有底，万事不怕。”赵柏川说。

在学员培训、专项培训及临时培

训工作等方面，崔志鹏还总结出一套

易学易懂的教学方法。在培训过程

中，他将内燃机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授课过程中，他因材施教，根据学员

接受能力制订不同的培训方案；在故

障处理培训课上，他详细讲解每一个

知识点，耐心为学员答疑解惑。同时，

他还主动向学员讲授业务知识，讲清

讲透每个知识点、关键点。5 年来，他

培养了机车司机 30 余名、副司机 50 余

名，技术能手和先进个人共 16 人，大

幅提升了乘务员队伍整体业务水平。

经过不懈努力，崔志鹏获得了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铁路青年岗位

能手等多项荣誉。“这些荣誉是鼓励，

更是鞭策。”崔志鹏说，我将持续提升

技术水平，培养更多铁路人才。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第

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的公

示》，拟认定首批共 273 名乡村工匠

名师。评定乡村工匠名师既是为了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

振兴，也是为了激发乡村工匠队伍

活力，带动农民稳定增收，促进乡村

产业发展。

所谓乡村工匠，主要是指县域

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

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统技艺、

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的技能人才，主要分布于刺绣印

染 、传 统 建 筑 、金 属 锻 铸 、剪 纸 刻

绘 、陶 瓷 烧 造 、文 房 制 作 、漆 器 髹

饰 、印 刷 装 裱 、器 具 制 作 等 行 业

领域。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

各类人才来书写，既需要善经营的

“农创客”、懂技术的“田秀才”，也

需要能工巧匠、乡土艺术家等，我

们理应重视并引导好、利用好乡村

工匠的优势，做好政策支持、制度

设计，给他们提供发展的舞台。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乡村工匠又该如

何发挥自身特长优势，更好助力乡

村振兴。

立足传统工艺，在“特”字上做

文章。不同的乡村，历史各有特点，

文化各有特色。剪纸刻绘、陶瓷烧

造等传统技艺技能，是许多地方具

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特色标识。乡

村工匠可凭借自身技能和资源优

势，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地方产业资源禀赋，有针对性、

有侧重地培育相关特色产业，有意

识地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化大市场相

连接，推动传统手工艺从小作坊发

展成为大产业。

注重融合发展，在“新”字上下

功夫。乡村工匠需注重把传统技

艺和新时代的生活审美结合起来，做出更多适合当下场

景的创新，增强乡村手艺的生命力与市场适应力。同时，

乡村工匠还需要提升“互联网+”思维，利用短视频、直播

等方式，展示传承久远的手工技艺，助其从小圈子逐步走

向大市场。

发挥引领作用，在“带”字上见成效。乡村工匠熟悉当

地状况，拥有一定威望，具备带动一方乡亲致富的潜力，这

就需要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把相关技艺传授推广

给更多农民，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带动更多农民共同

走上致富道路。

当下，农村不仅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更是干事创业的舞

台。期待更多乡村工匠名师脱颖而出，在广阔乡村施展才

华、大显身手，传承传统手艺，繁荣乡村产业，更好地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