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永明焖炉烤鸭技艺创新工作室人员正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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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创新工作室留住
东城文化的根

近年来， 区总工会大力推动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 东城区已拥有40多家职工创新工作室。 其中就有非
遗创新工作室。 非遗创新工作室为传承东城区的传统文化， 留
住东城区传统文化的根， 在促进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 培养技
能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传

在工会的帮助下
举办烤鸭技艺比赛

“便宜坊烤鸭在消费者中的口碑
一直不错， 所以我们的烤鸭不缺市场，
慕名来学习烤鸭技艺的人不少， 因此
焖炉烤鸭技艺不怕传承不下去。 如何
留住人才是大问题 ， 工会帮了大忙 。
工会的一场技能比赛、 一张小小的生
日卡， 真是让职工暖在了心里。” 当记
者问被列为全国非物质文化的焖炉烤
鸭技艺缺少传承人吗， 现任传承人白
永明眯起了小眼睛笑着说。

便宜坊烤鸭店是北京著名的 “中
华老字号” 饭庄， 至今已有近600年的
历史了。 现在更是形成了以焖炉烤鸭
为龙头， 鲁菜为基础的菜品特色。 烤
鸭外酥里嫩 ， 口味鲜美 ， 享有盛誉 。
因焖炉烤鸭在烤制过程中不见明火 ，
所以被现代人称为 “绿色烤鸭”。

焖炉烤鸭技艺是老一辈智慧的结
晶， 尽管这样， 也不能保证口味符合
现在人的饮食观念。 “焖炉烤鸭的技
艺我们掌握了， 但一成不变也会逐渐
被社会淘汰的， 现代人的饮食观念跟
原来都不一样了。” 白永明说。 为此，
便宜坊成立焖炉技艺研发工作室， 白
永明是带头人， 每年工会都会根据研
发室的需求提供各种帮助。 “就拿我
们现在都普遍使用的天然气进行做菜，
于是工会就出经费为我们配备了防火
防暴器， 来保正我们的安全。”

最让白永明感激的是工会每年都
会拿出专门的经费来举办职工技能大
赛。 “由于焖炉烤鸭技艺只有我们一
家， 因此以前没有专门设置的比赛项
目， 但是在工会的帮助下， 我们自己
举办符合自己特色的烤鸭技艺的比赛，
比赛现场还请来专业的营养师为职工
评分 ， 为职工搭建一个专业的平台 ，
无形中让职工提升了水平。”

“每年的技能大赛都是为我们职
工量身制定的营养大餐， 每一位厨师
都有机会参加。 我们是全员参与。” 白
永明说 。 “举办比赛不是终极目的 ，

真正的目标是调动职工积极性。” 便宜
坊工会主席王久洪思考地说。

尽管工会每年都会举办技能大
赛， 但是大赛年年都有不同。 “我们
也要跟着职工一起提升不是， 否则职
工慢慢的都疲倦了。” 王久洪说。 除了
进行技能比赛， 便宜坊工会还为进入
决赛的职工准备了 “特殊营养” ———
培训。 “我们这个培训可不是为比赛
进行的。 平时我们的职工都是在幕后
阵地———厨房。 对社会消费者群体研
究的比较少， 我们就专门请来专家为
我们的职工补上这一课， 这样对他们
成长很有帮助。 现在， 我们的职工在
研发新的菜品上有了很多自己的想
法。” 王久洪说。

现在， 便宜坊的烤鸭大师们已经
研制出了 “花香酥”、 “蔬香酥” 等系
列烤鸭， 受到现在食客们喜欢。 “我
们的研制开发补充了北京烤鸭在吃法、
口味上单一烤鸭的不足。 制作中运用
特殊工艺分别将莲子、 红枣的营养成
分浸入鸭内， 使烤鸭味型独特并具有
营养保健价值。 莲香型烤鸭的味道极
为清雅馨香， 适合老人、 青少年夏季
食用。 茶香型烤鸭味道清鲜爽口， 独
具健美作用， 适合女士们食用。 枣香
型烤鸭把枣的甜美与烤鸭的甘香融合，
有极好的补益作用， 冬季食用极佳。”
白永明说。

最近工会又在忙了起来， “我们
准备为他们添加一个新仪器， 这个仪
器能反映出烤鸭的温度、 湿度、 咸度
以及酸碱平衡度等各方面的指标。 之
前我们的厨师都是凭自己的主观感觉
来确定， 但是这种行为的人为因素比
较大。 有了先进的仪器之后， 就能标
准化了。” 王久洪笑着说。

老祖宗技艺不能传承
未来只能在博物馆里看见了

玉器工艺创新工作室的主人张铁
成１９８３年出于职业考虑， 入读北京玉
器厂技校开始潜心于玉器雕刻的学习
和研究。 毕业之后， 张铁成顺利地被

分配到北京玉器厂技术科新产品开发
组工作。 “当时的玉雕工作并不像现
在想象的那么 ‘高大上’， 每天与笨重
的石头打交道 ， 还得忍受石灰粉尘 ，
这需要极大的耐力 。 一段时间之后 ，
同时分来的其他同学忍受不了玉雕的
枯燥都陆续离开了， 只剩下我和其他
三四个人。”

“我不愿意混工作， 真想做件大事
情。” 张铁成曾经这样描述他那时的心
境。 张铁成认为， 他觉得为人是最重
要的， 其次是学识修养， 第三才是技
艺 。 “只有把做人这门学问修好了 ，
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要想在玉
器行业干得出色 ， 好的玉德是关键 ，
不是说能够雕刻出东西就是大师， 要
想雕刻出好东西需要一个人深厚的积
淀。” 张铁成语重心长地说。

１９９８年， 张铁成与同事合伙创办
自己的公司———北京玉尊源玉雕艺术
有限责任公司， 并担任总工艺师一职。

２００９年， 故宫乾隆花园修复项目
启动， 作为宫廷雕刻大师张铁成自然
参与其中。 目前， 已经功成名就的张
铁成， 依然不受外界影响， 自己的公
司也由合伙人来经营打理， 他目前的
主要精力用在玉雕艺术造诣上。 聊起
自己的成就， 张铁成很谦虚， 一直在
说： “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

张铁成对当前玉雕行业的发展现
状不无忧虑， 他知道玉雕文化产业的
发展和传承要靠人才， 尤其是宫廷玉
雕， 目前市场前景并不看好， 如果老
祖宗流传下来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 ，
未来我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宫廷玉
雕了。 因此， 从２００８年开始， 张铁成
开始自己培养徒弟。 “刚开始带徒弟
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担心， 但是如果只
让他们学习某一道工序， 那么他们很
难在这个行业内做出突出的贡献来 。
我有责任把这些传统文化和自身学到
的技艺传承下去。” 张铁成如是说。 至
于如何避免自己花费大量心血培养出
来的人才流失， 张铁成坦言只能以平
常心看待。

工作室培养的新人
已成景泰蓝领域内高级技师

珐琅工艺创新工作室的领军人物
钟连盛是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总工艺师。

说到最大的感受。 他说， 2000年
一个夏末的傍晚， 钟连盛路过龙潭湖
荷塘。 他偶然回头一望， 两只野鸭在
荷中亲密而行。 夕阳西下， 整个画面
笼罩在金黄的色调中， 充满了温馨的
情调。 这一瞬间的灵感， 凝聚成了他
的作品 《荷梦》 系列。 为了表达好这
一感受， 他一改传统景泰蓝几十年开
光的单一形式 ， 灵动的水波纹处理 ，
大面积无丝地儿的突破， 点蓝工艺气
氛的渲染而不崩蓝的工艺实践， 让人
动容。 北京市珐琅厂不断探索景泰蓝
工艺新的应用领域， 探索同室内外装
饰环境相结合， 由他主创相继完成了
朝外C区 《花开富贵》 景泰蓝艺术喷
水池、 新加坡佛牙寺超大型 《景泰蓝
转经轮》 工程和中华民族艺术珍品博
物馆 《生命的旋律》 大型喷水池工程，
以及多项重大的室内景泰蓝装饰工程，
形成了景泰蓝艺术历史上的新超越。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景泰蓝技艺的传承人， 钟连盛不仅注
重自己的艺术创作、 工艺创新， 还能
从掐丝工序的纹样形象、 花卉、 鸟兽
的结构到点蓝工序的装饰色彩的基本
理论与应用等专业基础知识入手， 通
过组织讲座 、 产品评比 、 图纸图片 、
范画讲解等提高工人技师的专业知识
和艺术修养， 从而能够更好地表达设
计师的意图， 最终提高京珐牌景泰蓝
的内在质量和艺术水平。 钟连盛创新
工作室不断开发不同档次的景泰蓝艺
术精品、 礼品和旅游纪念品， 工作室
培养的新人已成为景泰蓝制作领域内
的高级技师， 他还带有多名大学生学
徒， 他们均可独立完成设计任务， 其
产品在西博会和北京市工艺美术展获
得过多项金、 银、 铜奖， 使景泰蓝工
艺后继有人。

玉器工艺创新工作室的主人张铁成正在工作。

珐琅工艺创新工作室的钟连盛正在思考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