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2月 16日 星期日10 人 物

本版编辑 王 琳 张苇杭 美 编 王子萱

乡村职业经理人为何吃香

乔金亮

河南省禹州市孔家钧窑有限公司总设计师孔春生——

只 为 那 一 抹 瓷 彩只 为 那 一 抹 瓷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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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车 长 的“ 五 多 ”春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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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在孔家钧窑陶瓷作坊

里，孔家钧窑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孔春生正在灵巧地摆弄着泥

料，仿佛在与泥土进行一场

无声的对话。而一抹抹釉

色 也 在 炉 火 的 淬 炼 下 ，

幻 化 出 千 变 万 化 的

图案。

“ 钧 瓷 最 打 动 人

的环节就是出窑，像

开 盲 盒 一 样 。 每 次

出窑，我们都充满着

期待。”孔春生说。

孔 春 生 带 领 团

队 坚 持 在 保 护 中 传

承、在传承中创新，带

头研发钧瓷新产品、新

工艺，助力传统陶瓷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他 曾 获 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

术能手等荣誉。“不为繁华易匠

心，择一业精一事终一生，只为钧瓷文

化的繁荣光大。”孔春生对钧瓷艺术有着孜

孜不倦的追求探索。

执着坚守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古代五大

名瓷之一，以其独特的釉料及烧成方法产生

的窑变而闻名于世。

孔春生与钧瓷结缘，是从整理父亲的笔

记开始，彼时，父亲孔铁山在河南禹县（现为

禹州市）瓷厂烧制钧瓷。耳濡目染之下，孔

春生对钧瓷日渐着迷。

高中毕业后，孔春生成为父亲的助手，

做起整理笔记的工作。孔铁山的笔记是一

笔财富，为孔春生学习钧瓷烧制技艺打下坚

实基础。

因为热爱，孔春生与大哥孔相卿一起，

从父亲手中接过传承钧瓷的接力棒。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句话正是形

容钧瓷窑变之神奇、釉色之绚丽。然而在过

去很长时间里，烧制只能是听天意、靠运

气。“十窑九不成”，可见钧瓷的烧制难度之

大，成品率极低。

如何突破这一难题？

“找到钧瓷窑变的临界点，提高烧制成

功率，就必须摸清窑炉的升温曲线。然而要

控制这千变万化的一炉窑火，又谈何容易。”

回忆起经历，孔春生感慨万千。

20 世纪 80 年代末，孔春生兄弟为探索

钧瓷窑变秘诀，进行了几十炉破坏性试验。

一炉失败，再上一炉⋯⋯孔春生看着工人们

将一窑一窑的钧瓷残品敲碎扔掉，每一块碎

片都重重砸在他心上。

为寻求解决办法，孔春生带领技术人员

和工人多次南下到广东佛山、江西景德镇等

地学习和考察，绘图、设计出当时第一座液

化气窑炉。

孔春生实现了对窑温的精准控制，解决

了钧瓷烧制“十窑九不成”的难题。此后，通

过不断试验，孔春生将所有偶然出现的纹路

与色彩都总结成烧制工艺，并模拟出钧窑升

温曲线操控方法，将“听天由命”变成“科学

数据”。

为了钧瓷产业的深远发展，他们将摸索

出的烧制方法无偿向同行推广。“从前期釉

料的配比研发、工艺标准的制定，到后来升

温曲线的控制、窑炉的创新，我们都开放给

同行。当年父亲也是这样，待配方量化之

后，只要有人想学，他就赶紧教，还把配方借

给别人。”孔春生说。

传承技艺

在发展传承钧瓷烧制技艺过程中，很多

手艺人都选择了仿古。

孔春生清醒地认识到，这绝非长久之

计。钧瓷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

“一味地仿古并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发展是最好的传承，一个技艺门类想要发

展，就必须要创新。”孔春生说。

孔 春 生 着 力 钧 瓷 技 术 研 发 和 工 艺 革

新，并在造型、釉色等方面进行创新。他将

人物、动物造型和现代陶艺引入钧瓷作品，

丰富了钧瓷的表现形式，制作出上千种具

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他还优化钧瓷釉料配

方，研制出星辰釉、山水红、凤尾彩、皇鸽灰

等多个钧瓷新品种，拓展了钧瓷艺术的表

现空间。

“如果把钧瓷的釉色比喻成一幅画，它

不像工笔画，更像写意画，那梦幻的窑变效

果，让观者体验到意境万千的钧瓷之美。”孔

春生说，“自然窑变是钧瓷的根与魂。”

为提高钧瓷作品的工艺水平，孔春生构

建了“以器定法，一器多法”的钧瓷生产方

式，为每一个钧瓷器形都制定一套行之有效

的成品方法，一改以往长期沿用的工艺简

单、手法单调、品种不多的日用瓷生产方式。

钧瓷要传承，更要发展。孔春生表示，

钧瓷是艺术，更应该是为生活服务的实用

器皿。因而，他提出“艺术瓷实用化，实用瓷

艺术化”创作理念，钧瓷茶壶正是其创新

之举。

“历史上，钧瓷不做壶是行业惯例。”孔

春生认为，这一传统印象其实是钧瓷产业化

发展的无形屏障。为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孔

春生创烧出钧瓷壶系列茶具，解决了高温陶

瓷做壶的技术瓶颈，也为钧瓷开创了一个全

新门类。

推广创新

采料、制坯、素烧、上釉、开窑⋯⋯古人

将制作钧瓷的工艺细细分成了 72 道。

孔春生说，“烧制虽繁也不省人工”。他

坚持每道工序细致入微，亲力亲为：脚踩踏

板转轮，双手共同拉坯；双脚反复踩踏，去除

泥土里面的空气；对釉料的配比，更是进行

了上百次的反复试验。成坯之后的素烧、修

整、上釉，孔春生也反反复复，力求最佳。

只有坚持不断开拓前行，做出真正好的

作品，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孔春生是这

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凭借精湛的技艺，孔春生的钧瓷作品多

次获得国家级荣誉。2010 年，他主创的钧

瓷作品《玉兰尊》《瑞寿年年》入选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2011 年，他的作品《丁口瓶》在

首届“大地奖”陶瓷作品评比中荣获金奖。

2016 年，他的作品《荷口半月瓶》获得中国

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

孔春生致力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推广

钧瓷，孔家钧窑在他的努力下，声名远扬。

从 2006 年至今，孔家钧窑的钧瓷作品连续

17 年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一件件

钧瓷珍品，见证着孔家钧窑的辉煌发展。

然而，一件国礼的“出炉”又何尝容易？

从构思、设计到烧制，历时一年才能成功。

“为做好指定国礼，我们仅设计环节就重复

进行了 10 余次，努力做到精益求精。”孔春

生介绍。

孔春生在探索烧制技艺的同时，总是从

文化和艺术方面对作品提出改进建议。在

孔春生看来，孔家钧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钻研钧瓷烧制技艺、探索钧瓷发展方向的历

史。孔家钧窑致力于钧瓷技术研发和流程

革新。2013 年，孔家钧窑成立了河南省钧

瓷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钧瓷烧制工

艺、釉色、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性

研究。

古 老 的 钧 窑 ，精 美 的 钧 瓷 ，给 当 地 留

下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景观，越

来 越 多 的 人 来 到 这 里 ，感 受 和 体 验 钧 瓷

技艺。

“钧瓷文化博大精深，对钧瓷最好的传

承就是与时代结合，在创新中发展。”孔春生

表示，他将努力创作出更多、更优、更美的作

品，进一步展示钧瓷文化的魅力。

“作为高铁列车长，春运期间感受最深的是，值

乘的车次多。”2 月 7 日，春运返程客流明显增多，由

山西侯马开往北京清河的 D1038 次列车上，列车长

白坤边巡视车厢边介绍。

白 坤 是 国 铁 太 原 局 太 原 客 运 段 的 一 名 列 车

长 ，今 年 春 运 正 式 定 岗 。“ 以 前 ，我 值 乘 太 原 至 武

汉普速列车，3 天往返一趟。”她解释说，现在 2 天

一趟，要从侯马、运城到北京各往返一次，再从太

原到侯马间往返一次，总行程超过 4400 公里。“春

运增开了夜间高铁等临客，值乘的车次更多。”

随着去年年底集大原高铁开通，春运期间，国铁

太原局增开旅客列车 130 趟，创下历年增开临客最

高纪录。“我们值乘完正常班次后，还要马上再跑一

趟临客。”白坤说，“旅客出行选择的车次多了，我们

累点也值得。”

除了到站后办理站车交接，白坤一有时间就会

在车内巡视，不停地用对讲机沟通。“保洁大姐，5 号

车厢蹲便的手纸不多了，得换一下。”“餐吧师傅，微

波炉一定要离人断电。”从茶炉间到洗手间，从车门

锁闭到灭火器摆放，每一处都要查看。

“当列车长，就一定得操心多。”白坤正说着，突

然从前面 3 号车厢传来一阵喧闹声。她急走几步过

去，发现一位旅客不小心把泡好的方便面碰洒了，座

椅上、地板上一片狼藉。确认旅客没烫伤后，白坤一

边通知保洁进行处理，一边迅速回到餐吧，从自己乘

务箱中拿出一套一次性座垫。“座椅套一时干不了，

垫个座垫，旅客就不用站着了。”她说。

在她的乘务箱里，还放着很多耳塞、眼罩等日

常 物 品 。“ 这 些 都 是 根 据 旅 客 需 求 配 备 的 。”白

坤说。

列车即将到达临汾西站时，白坤的手机闹铃响

了，上面的标注是“3 号车厢无陪伴年长旅客”。在

她的闹钟列表里，还密密麻麻排着 10 多条类似的信

息。春运期间，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增多，对于通过

线上、线下、电话等渠道预约的重点旅客，白坤都会

第一时间列入闹钟提醒。因为值乘的车次多、经停

的车站多、需要办理的事项多，所以白坤设置的闹铃

也特别多。白坤说，“就怕弄混了、遗漏了，给旅客带

来不便”。

关闭闹铃后，她一边与老人的家人联系，一边

早早在车厢门口等待。“您好，我是 D1038 次列车

长，是您预约的重点旅客服务吧？是车站工作人员

送老人上来吗？我已经在 3 号车厢等着了，咱们随

时电话联系。”在临汾西站接到乘车老人后，车站

客运员又交给白坤几件需要转运的遗失物品，“这

个耳机充电仓需要转交大同南站，水杯是交给天镇

站 的 ”。 白 坤 的 闹 钟 列 表 瞬 间 又 多 了 许 多 待 办

事项。

由于往返的距离长，白坤每天大约有 7 个多小

时都在车厢里行走，手机上的步数统计总在万步以

上。走路多成为白坤的另一个“多”。白坤捶捶腿

说：“车内巡视检查一圈就是 500 米，怎么也得走 10

多圈。这既能服务好旅客，又能锻炼身体。”虽然她

嘴上说得轻松，可同事们都知道，白坤的脚上经常贴

着止疼膏药。

除了值乘车次多、操心多、闹铃多、走路多，说到

第五个“多”时，开朗的白坤却沉默良久，“我觉得是

愧疚多吧”。白坤的家在山西大同，父母都已退休。

为了不打扰白坤的工作，家里遇到事情时，父母一般

不会告诉她。“我爸有一次乘坐其他班组的列车去北

京，被同事认出来了。”白坤说，后来她问父亲，才知

道父亲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到北京检查。“前几天我

回家发现家里没人，打电话才知道我妈在医院。因

为是春运，他们知道我忙，不想让我分心。”这让白坤

对父母既感到愧疚，又满是感激。

“春运嘛，铁路每个岗位的事情都会多，都一样

忙。”列车终到清河站，白坤边帮旅客抱孩子、拎箱

子边说：“能让这么多人平安温馨出行，我觉得所有

的忙碌都很有意义。”

日前，中央农广校、中国农业大学

等联合启动万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

计划试点培训，这让乡村职业经理人

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乡村职业经理人是一个融合了农

业智慧与现代管理的新职业。2020

年，农业农村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颁布实施《农业经理人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2020 年版）》。2022 年，农

业经理人被收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从概念

上看，乡村职业经理人与农业经理人

大体类似，指能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

管理服务的专业人才。近年来，农业

农村部指导各地加大乡村职业经理人

培养力度，浙江、重庆、陕西等省市组

织实施了“乡村 CEO”计划。

随着大量青壮年进城，乡村人口

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特征，如何经营、谁

来经营成了绕不开的话题。人们的共

识是，乡村最缺的是人才，是既接地气

又赶时髦的经营管理人才。而乡村职

业经理人恰恰拥有较为先进的理念，

对农业农村有感觉、有感情。他们的

思路新、渠道多、人脉广，有的将乡村

自然风光开发成特色旅游线路，有的

将传统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

链，为乡村振兴注入了人才活水，大受

欢迎。

然而，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发展过

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相较

于城市，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比较薄弱，相关的培养、评价和激励机

制尚未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吸

引和留住人才的难度。乡村职业经理

人市场还不够成熟，乡村与职业经理

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同时，乡村

产业发展受自然条件、市场波动等因

素影响较大，有的乡村职业经理人难

免水土不服，有的经营效果差强人意。要进一步补短板、锻长

板，助力乡村职业经理人发展。

对乡村职业经理人来说，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风浪，深

入了解乡村的自然、人文、产业等资源，将乡村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优势。要有乡土情和联农带农意

识，把自己的理想同农业进步、农村发展、农民富裕联系在一

起，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带动乡亲们增收。要有企

业家精神，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市场洞察力，制定科学的发

展战略和营销策略。

对地方政府来说，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投入力度，改善交通、通信、教育、卫生等条件，提升乡村的吸

引力，消除人才的后顾之忧。建立健全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

体系，鼓励高校、职业培训等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课程，提

高其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对表

现优秀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在全社会形成重

农爱才的浓厚氛围。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创造性，将为乡村带

来更美好的明天，加快推动乡村成为宜居宜业之地。

白坤在站台帮助老年旅

客下车。

刘建军摄（中经视觉）

孔家钧窑有限公司钧瓷生产车间。 康晓灿摄（中经视觉）

孔春生在创作钧瓷产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