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心不改 做中华传统技艺的传承人
———记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士儒

□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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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然

———记昌平区史各庄街道领秀慧谷北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凤英

在昌平区史各庄街道领秀慧
谷北区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王凤英
的工位上 ， 常年放着一个笔记
本。 记者翻看发现， 笔记本中，
用黑、 蓝、 红三种颜色， 详细记
录了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工作
4年来， 这样的笔记王凤英已经
记满了七本。

“红色表示紧急工作， 例如
居民的投诉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等； 蓝色代表居家隔离已解除
等； 黑色记录的则是日常工作，
比如每天需要上交的材料、 工作
人员值班情况等。” 她解释道。

基层是个大熔炉， 民生事务
繁琐细碎、 千头万绪。 “上面千
条线， 下面一根针” 是对基层工
作最形象的描述。

“8月9日11时23分， 黄女士
反映房屋漏水问题。” 在王凤英
的笔记本上， 用红色笔迹写着这
样一条居民反映房屋漏水的问
题。 “您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过
去看一下情况……” 接到诉求
后， 王凤英立即联系物业以及维
修人员， 到业主家中查看。

“这个漏水的地方，需要和楼
上的业主进行沟通， 以便维修”
“大概需要维修多长时间” ……
经过一番实地调查、 会议商讨，
王凤英和物业人员等多次联系楼
上、 楼下业主， 主动沟通协调，
很快房屋顺利维修完毕。 “王主
任为了我的事情， 来来回回折腾
了好几次 ， 真的太感谢她了 。”
黄女士表示。

为了让问题不出社区、 快速
解决，王凤英还同工作人员一起，
预先摸排社区生活中存在的问
题，总结在笔记本上，力求未诉先
办，从源头上化解居民烦忧。

领秀慧谷北区社区共有2473
户， 常住人口、 流动暂住人口约
7119人。 邻近高校、 地铁生命科
学园站与朱辛庄站等人员聚集
处， 使得领秀慧谷北区社区时不
时出现群租现象， 成为了一项社
区治理 “难题”。 今年以来， 王
凤英解决居民投诉352件， 满意
率达98%。

“查群租房的时候， 明明听
见屋内有声音， 就是没人开门。”

王凤英翻动着笔记本， 指着今年
8月一件居民举报群租房的诉求
件回忆道。

面对租户们的不配合， 王凤
英持之以恒 ， 长时间和同事们
“蹲守” 在各单元楼下， 并向中
介公司进行查证……最终， 按照
居民提供的线索， 查出了9处群
租房， 排除了一系列安全隐患，
赢得了居民们的一致认可。 “有
事情 ， 找 ‘王大姐 ’ 就对了 。”
领秀慧谷北区居民众口一词。

在她的工作笔记上， 还一一
列出了需要居家隔离人员的起始
时间， 从未有过一天懈怠。 “居
家人员的隔离时间一到， 只要核
酸检测结果出来了， 无论几点，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为他们解除弹
窗， 为的是不影响他们第二天正
常的工作生活。” 王凤英说。

有一次， 一位居民从中高风
险地区返京， 按照防疫政策要求
需要居家隔离。 但该居民情绪激
动， 表示家中有老人需要经常外
出看病， 不愿意接受。 经过街道
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反复沟通劝

导， 当事人最终同意居家隔离。
“您家老人现在情况怎么

样” “需要居委会提供什么帮助
吗” ……该居民家中老人顺利送
医后， 王凤英还多次拨打电话联
系， 表示如果有任何需要， 都可
以随时联系， 向她寻求帮助。 她

的真情也让这位居民深受感动。
“把居民当家人” 的工作态

度让王凤英成了居民心中的 “贴
心人”。 领秀慧谷北区的一位业
主 ， 还专程为她送去一面上书
“接诉即办先锋 社区百姓知音 ”
的锦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郑士儒在
牙雕这个领域已经干了40年， 他
的作品风格独特、 构思新颖， 工
艺极其精美， 曾获得省部级以上
各类奖16项。 郑士儒于2012年被
评为东城区优秀技能人才， 2015
年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 从学徒
到雕刻大师，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推动牙雕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一路走来
有热爱之余更要用心

郑士儒和牙雕艺术的缘分，
从孩提时代便结下了。 那时候，
他家离老牙雕厂很近， 加上他又
喜爱美术， 上学路过厂子时他常
想， “要是能来这里上班多好”。
18岁那年， 郑士儒如愿以偿进入
到厂子里工作， 那时的他不曾想
到，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 他将
和这个地方结下怎样的不解情
缘。

“当年， 我们作为学徒看到
厂里的大师时， 就像看到神仙一
样。” 郑士儒说， 如今自己成为
了年轻从业者眼中的大师， 这时
他才领悟， 所谓大师其实只是一
个标签， 内行人真正看重的， 是
在这个领域中能够走多深、 走多
远。

“当年和我一起进厂的大概
有70多个学徒， 开始的几年， 我
们从素描 、 线描等绘画基础学
起。” 郑士儒说， 厂里为新学徒
开设了老头班 （罗汉 ） 和仕女
班 ， 由厂里的两位师傅带领学
习。 郑士儒最终选择了仕女班，
“师傅带着我们先从木头练起 ，

几年后才正式接触到牙雕。”
据郑士儒介绍， 学习牙雕淘

汰率非常高， 当初和他一同进厂
的学徒里， 如今还在坚持做牙雕
的只剩两三个了， “那个年代做
活， 七八个人在一个案子上一同
发料一同做， 如果别人都做得差
不多了， 你还没刻出个模样， 慢
慢也就淘汰了。”

郑士儒说， 从学徒到牙雕艺
术大师， 一路浮浮沉沉走过来，
离不开 “初心” ———发自内心对
牙雕艺术的热爱。 但是， 光有热
爱 还 远 远 不 够 ， 有 很 多 人 从
事了几十年牙雕， 深爱着这门手
艺， 可是当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 ，
便很难再有所提升了 。 其实 ，
这 也 并 非 牙 雕 行 业 独 有 的 问
题 ， 在很多行业中 ， 都存在着
“瓶颈”， 这时， 就需要从业者打
开思路， 勤学苦练， 找到适合自
己的突破口。 郑士儒便是如此，
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 他凭借着
巧妙的构思、 精湛的手艺， 形成
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雕刻风格。

名师点拨
艺术水平不断升华

2007年， 郑士儒幸运地拜在
了平面雕刻艺术家陈吉品的门
下， 当时， 大家都羡慕他能够得
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指
导， 却不知道他在内心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

郑士儒说， 在那之前的二十
多年里， 自己一直从事立雕艺术
的学习与研究， 而师父陈吉品却
最擅长平刻艺术。 立雕与平刻是

两个行当， 平刻是所有牙雕技法
中最安静的一个门类， 几乎用不
上半点电动工具， 从设计到作品
完成都是依靠各种形状的刀具一
点一点地手工雕刻而成。 “立雕
所表达的内容是比较直观的， 平
刻则要以刀代笔表现中国传统绘
画的意境。”

面对困难， 郑士儒逼迫自己
学习新知识， 加深对中国传统书
画意境的理解。 凭着师父的指点
以及自己的努力， 郑士儒很快进
入了平刻的世界。 如今， 他还牢
牢记着师父的教诲： “师父领进
门， 修行在个人。 我只是教你一
些基本的技能， 你作品能够达到
怎样的高度， 要看你的悟性、 见
识和修为。” 旧时学徒， 师父怎
么教徒弟就怎么学， 不能走样，
稍微有点变化就会挨骂。 从那个
时代走过来的陈吉品能够说出这
样变通的话， 对郑士儒在艺术上
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让
他知道了， 艺术是需要个性的，
要因材施教。

提到在艺术上的变通， 郑士
儒说， 传统必须要继承， 这是一
个行业的根基 ， 如果根基没有
了， 这个行业将变为无源之水，
丧失价值。 但另一方面， 时代在
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
印迹， 把老一辈手艺人多年积累
的设计经验、 用刀力度、 用墨用
色的技法继承下来， 再谈创新，
这是自己一直遵循的原则， 也是
对后辈一直的要求。

经验的积累、 文化的积淀是
创新与发展的基础 。 郑士儒坦
言， 创新并不是为了表现， 而是

一个新面貌的展现。 牙雕大师的
存在， 也不仅是将这些几乎失传
的牙雕技艺保留下来， 而是要发
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让后代了解

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 未
来， 他会坚持做好牙雕的传承与
创新工作， 尽己所能将其传承和
发扬下去。

接诉即办，把社区居民当家人

王凤英（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