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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景德镇市占绍陶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十

来个大学生围成一圈，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景象。

镜头里，一双手在泥料中灵巧地游走，手随泥走、泥随手

转，不一会，一个线条流畅、瓶身饱满的瓷瓶制成，瓶身有

一小口，凑近细看，一尊佛像立于瓶中。这双巧手的主人

是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占绍林，他展示的

是拿手绝活——制作“一体成型”佛塔。从 16 岁起，占绍

林就和陶艺打交道，与泥共舞了近 30年。

1994 年，占绍林从老家鄱阳来到景德镇学陶艺。由

于泥料和机台数量有限，他很少有机会上机台实操。师

傅们上工时，占绍林就在一旁仔细观察，学习他们的手法

和技巧；师傅们休息时，他就见缝插针把学到的技法实操

一遍。占绍林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练习机会，付出了比

寻常人多几倍的汗水。

日复一日的练习，让占绍林掌握了精湛的技艺；耳濡

目染的熏陶，让初中未毕业的他夯实了美术功底。占绍

林对造型判断准确，拉出的线条很有美感，还能拉出与其

他人不一样的造型，不少艺术家点名找他拉坯。

一件景德镇瓷器的制成要经过 72 道工序。拉坯是

成型的第一道工序 ，是“万 丈 高 楼 平 地 起 ”的 基 础 。 传

统 的 拉 坯 师 傅 在 制 作 体 积 较 大 的 瓷 器 时 ，采 用 的 都

是 三 节 拉 法 ，由 于 接 缝 多 ，后 期 容 易 损 坏 ，产 生 质 量

问 题 ，还 很 费 材 料 。 如 何 解决这一问题？1997 年，占

绍林在北京学习时，一个外国人制作观音菩萨的过程

给了他灵感。“他拉出一个长方形做成手，再拉出一个

正方形做成了头，这种融入雕塑手法的拉坯，实现了一

次成型。”

回到景德镇后，占绍林一头扎进工坊开始实验，反复

调整手法和工艺，最终实现一次拉成，接缝误差不超 1 毫

米。技术有了突破，占绍林没有藏着掖着，而是无偿分享

给同行，如今，这种省时省料、更贴合的一步拉法成为主

流手法之一。在 2020 年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中，“拉坯

成型法”被评选为“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

拉坯技术的精进让占绍林越发想登上大舞台，跟同

行比武切磋。2011 年，他报名参加江西省“振兴杯”职业

技能大赛，获得拉坯组第一名。随后，占绍林多次参加省

内外技能大赛，均以拉坯技术获得第一。如今，占绍林不

仅凭借拉坯技术成为景德镇首届“瓷都工匠”、江西省首

个“拉坯大师”、国家一级技师，在业内比赛中获得大满

贯，还因此获得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陶瓷成就了我，作为一名陶瓷工匠，我应以瓷为媒，

让这门技术传承下去。”占绍林带的 113 个弟子中，有 3
人 在 中 国 技 能 大 赛 全 国 总 决 赛 中 获 得 拉 坯 项 目 第 一

名。“很幸运入行时跟着师傅，他不仅让我们学到了技

术，还带我们争荣誉，师傅的技术、格局和为人都值得

我们学习。”占绍林的第三个弟子、第二届中国技能大

赛拉坯项目冠军胡国寿感激地说。如今，胡国寿在杭

州一所学校任教，学校放假时，他会回到景德镇的工坊

里磨炼技艺。“要把师傅的技艺传承下去，更要不断进

步，争取超越师傅。”他说。

为了扩大景德镇陶瓷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喜欢陶瓷、

认可陶瓷、传承陶瓷，占绍林将一幢六层楼的房子改造成

景德镇市占绍陶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把工作重心放在

接待学生研学上，和国内上百所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累计

接待 30 余万名学生学习实践。他还多次代表景德镇赴

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展示拉坯技艺……“陶瓷文化的

传承和传播要靠一代一代接力，要把景德镇这张名片传

播出去。”占绍林说。

南昌打造60个城市客厅
“席地而坐”示范点
示范点路面地面达到干净清爽、席地而坐标准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7 月 16 日，记者从南昌市

城管局了解到，为加强城市管理内涵建设，南昌将开展“席地

而坐”城市客厅示范点创建工作，致力把城市当作家来呵护、

把公共开放式场所作为客厅来打扫、把城市设施当成自家家

具来清洁，全线发力精细化、高效能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服务

水平和竞争力。

到 2025 年，南昌市拟建成 60 个高品质的城市客厅示范

点。根据该市《城市客厅“席地而坐”示范点创建实施方案》，

将以重要商圈（商业大街）、公园广场、交通枢纽（场站、码头）为

重点，分批次创建“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点。与以往粗放式

的“一把扫把扫到底”作业不同，“席地而坐”示范点的作业标准

将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即地面路面深度保洁，达到干净清

爽、席地而坐标准；立面剖面规范保洁，达到整洁亮丽、视觉舒

适标准；城市家具精洗保洁，达到洁净如洗、随手可摸标准；绿

化绿地冲洗保洁，达到绿地整洁有序、绿叶如新标准，为市民和

游客提供“客厅级”城市公共环境，让文明触“地”可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日前，我

省出台《“薪暖农民工”服务行动方案》，聚焦

解决拖欠工资等侵害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问题，重点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畅通维权渠

道、强化执法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企业守

法用工、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

—— 深 化 宣 传 教 育 ，增 强 依 法 维 权 意

识。通过印发宣传册、海报，播放宣传短片

等形式，在零工市场、项目工地、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等地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在

企业注册登记、项目开工许可等政务服务窗

口，发放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宣传

册；在农民工集中返乡返岗期间，开展维护

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宣传活动；组织律师、

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到新开企业

和项目工地开展法治讲座。

——推动窗口建设，畅通维权渠道。向

社会公布欠薪举报投诉电话，在施工现场设

立维权信息告示牌；在重大项目建设现场和

农民工集中的工业园区、农民工输入地设立

农民工流动工作站（岗），为农民工提供便捷

服务；加快建设一站式综合维权窗口，开展

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建设，通过投诉一窗

受理、争议案件速裁，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

案件快速分流处理。

——做好执法服务，促进用人单位守法

用工。聚焦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企业和工

程建设领域等欠薪风险隐患较大的行业企

业，提供点对点上门服务，加强政策法规宣

讲 ，辅 导 培 训 劳 资 专 管 员 ；建 立“监 察+仲

裁+工会+法援”劳动者维权联动对接机制，

推动实现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工会和法律

援助间的有效衔接、优势互补、协作配合，推

动建立“人社+工会+法院”综合调解中心。

——加强法律援助，提供便捷服务。法

律援助机构可在农民工聚集地设立法律援

助工作站或者联络点，在江西法律服务平台开设“农民工欠薪

求助法律服务专区”；深入开展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

动，持续推行法律援助全省通办和帮办服务，畅通农民工法律

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和请求工伤赔偿案件

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努力做到“应援尽援”。

——强化示范引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在 20 个县（市、

区）开展政府和国企项目无农民工欠薪试点工作；选树和宣传

一批尊法守法的企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挖掘一批崇尚

劳动、勤劳致富的农民工典型，营造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

围；及时排查因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农民工，通过协调民政救

助、动用应急周转金等手段，做好维权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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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社区 帮 我 们 带 娃 ，让

我 们 上 班 没 有 后 顾 之 忧 。”近

日 ，在 景 德 镇 市 珠 山 区 新 厂 街

道 林 荫 路 社 区 ，一 项 正在火热

开展的“社区帮你带娃”公益便

民服务活动，获得不少社区居民

的点赞。

暑假来临，为了重点解决社

区双职工家庭及留守儿童家庭

的后顾之忧，7 月伊始，依托社区

多功能活动室，林荫路社区组织

党员志愿者和返乡大学生，举办

社区暑期托管班，义务为社区居

民带娃。

“托 管 班 的 哥 哥 、姐 姐 会 辅

导我做作业，还会教我做手工、

学 书 法 ，在 这 里 我 觉 得 非 常 开

心。”7 月 11 日，提起在社区暑期

托管班的经历，小朋友冯曦睿喜

笑颜开。据介绍，为了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暑假，林荫

路社区还联合辖区内的专业人

士和陶瓷企业，开设了红色教育

公益课堂和陶瓷手作体验课程。

点亮微心愿 梦圆人心暖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桃园社区的袁大爷因脚掌开刀行动不便，希望有辆轮椅

代步”“余家垅社区的孤儿小昕想要一套故事书陪伴过暑假”

“独居老人王奶奶希望每周有人陪护聊天”……在九江市浔阳

区开发上线的“红色蒲公英服务创新园”微信小程序上，一个个

滚动播放的“微心愿”陆续被点亮，党员的“服务之手”握紧群众

的“需求之手”，一场场围绕着“圆梦助困”的接力赛持续进行。

心愿虽小，却是希望之所在；帮助虽微，却是爱心之所

系。近年来，浔阳区将人文关怀融入基层党组织引领、服务、

凝聚群众的功能中，从小切口入手，在细微处用力，将点亮“微

心愿”系列活动打造成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党建

品牌，充分发挥 5个街道社工站、83 个党群服务中心、450 名专

业社工、256 名专职网格员和 3867 名单元楼栋长的力量，通过

走访入户、设立心愿箱、发放心愿卡等方式，多渠道收集困难

群众需求，建立“需求清单”，收集各类“微心愿”。其中，通过

“红色蒲公英服务创新园”微信小程序“圆梦助困行”专栏，先

后为 40名残疾人和 26名儿童圆梦。

▲7 月 13 日，来自抚州市东乡区虎圩乡的

党员志愿者正在指导留守儿童制作丝瓜络工

艺品。暑假期间，东乡区面向留守儿童开设丝

瓜络制作工艺体验课，让孩子们感受当地传统

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7 月 12 日，在余干县梅港乡蛟

龙村，江西财经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

与 孩 子 们 一 起 用 扭 扭 棒 制 作 手 工 作

品，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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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技术能手—记全国技术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占绍林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占绍林

易永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颖

▶7 月 11 日，来自上高县徐家渡

镇、田心镇的留守儿童在宜春市博物

馆参观。当日，共青团宜春市委、市青

年企业家协会、江西金利达钾业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开展“青企圆梦”宝贝出

村公益活动，邀请 50 名乡村留守儿童

进城体验，开阔视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摄
7 月 14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多名垂钓爱好者，在萍乡

经开区福田镇战山村开展垂钓比赛。近年来，该镇依托水资

源优势，打造生态水产养殖、生态观光等产业，并定期组织捕

鱼节、钓鱼比赛等活动，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占绍林的拿手绝活——制作“一体成型”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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