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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市两会

市政协委员、龙泉市朝兴青瓷苑艺术总监竺娜亚：

破解龙泉青瓷人才困局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 � �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是满足
人们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造物艺术。 在
不断蜕变、更新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
效活化，有待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 ”
此次市两会上，市政协委员、龙泉市朝
兴青瓷苑艺术总监竺娜亚，带来了一个
关于非遗活化与人才培养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迫切
需要全方位不同层次的人才。 ”在调
研过程中，竺娜亚发现，目前龙泉青
瓷传统烧制技艺人才短缺的问题不
容忽视。

“烧制青瓷的技术，要学习培养好
几年，现有的工人数量还远远不够。 ”
竺娜亚说，龙泉地广人稀，无法吸引大
量外来劳动力， 导致龙泉青瓷现有工
厂每年都出现用工荒。 若基础型工匠
人才缺失， 龙泉青瓷产业化发展只能
是镜中月、水中花。

“推广型人才也相当缺乏。 ”竺娜
亚曾前往多所小学举办非遗文化讲
座，她告诉记者，很多小朋友并不知道
龙泉青瓷是什么，“不仅是孩子， 就连
不少成年人也是听了龙泉青瓷的讲解
后，才对龙泉青瓷有个大致的概念。 ”

“我们应该培养专业化的工匠人
才和具有审美能力、 专业造型能力的
设计人才。 ”竺娜亚建议，一方面通过
增加基础人才协同合作建立生产线的
能力，以此推动龙泉青瓷产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注重对学生美学素养的培
育， 使其在投入工作后成为有辨识力
的创造型人才，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强有力的核心保护力量。

此外，竺娜亚认为，要努力实现龙
泉青瓷企业与外地推广型机构的合
作， 将有着强大文化力量的龙泉青瓷
产品和拥有推广能力的大型机构完美
融合，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记者 刘烨恒 文/图

市人大代表、云和师傅协会会长陈志伟：

打破民宿同质化发展
助推农旅产业上新台阶

� � � �从事食用菌行业 29 年的云和师傅
协会会长陈志伟， 多年来足迹遍布宁
夏、内蒙古、四川等地，为各地食用菌行
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今年，
陈志伟将提建议的视角从食用菌行业，
转向如何提升民宿发展水平，为丽水民
宿发展鼓与呼。

民宿在农旅产业中发挥着关键的
助推器作用，也对促进本地区农村经济
和文化繁荣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有农家乐民宿经营户
（点）4394 家。

“经考察，我发现丽水本地很多民

宿存在重利益、轻体验的情况，且缺少
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的特色， 同质
化发展比较严重， 民宿行业整体呈现
良莠不齐的现状。 ”陈志伟表示。

丽水的民宿发展水平如何提高？
为此，陈志伟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提出了四方面建议：要挖掘特色，走差
异化路线；着力创建“丽水山居”民宿
龙头品牌；加强自身管理，提升品质服
务；解决土地问题，出台相关政策，让
电费更优惠。

陈志伟说，要做好特色文章，聘请
专业设计师对民宿建设进行统一规
划，引入青年旅社、文化公司、创意人
士等多元投资经营者，打造单体农户、
国际度假村、 废旧老宅改造等不同特
色的民宿主体，推动民宿向“卖文化”

“卖体验”“卖风景”转变。
陈志伟认为， 目前民宿营销渠道

过多依赖第三方网络公司， 严重影响
民宿自身品牌文化的形成。 对此，有关
部门要对最具竞争力的民宿加大资金
投入和品牌宣传力度， 努力在省内打
造出“丽水山居”民宿精品典范，以点
带面，辐射周围其他民宿点。

陈志伟还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扶持
政策， 让真正有经验的民宿人才得以
施展才华。

记者 廖王晶 实习生 黄佳璐 文/图

市人大代表、庆元县左溪镇黄岗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敏：

加大精准扶贫力度
鼓励年轻人回乡村发展

� � � �“吴晓东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绿色发展
新天地。 持续推进科技进乡村、资金进
乡村、青年回乡村、乡贤回乡村，深化

‘乡村振兴合伙人’ 行动……这些话语
让我们基层干部对实现乡村振兴，做
好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更有信心
了。 ”昨天，市人大代表、庆元县左溪镇
黄岗村党支部副书记吴敏在接受本报
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了 6
年的大学生村官，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是
他一直在思考的事。

吴敏今年 30 岁，自大学毕业成为
一名乡镇干部后， 便一直扎根在基层
工作。 通过大量走访调研，吴敏发现，
庆元县东部乡镇普遍存在农业产业结
构单一、信息不对称、运输不给力、销
售渠道不畅通等问题， 这些问题成了
农民致富的“拦路虎”。

如何才能冲出困境，打破瓶颈，让山
区村民真正富起来？ 吴敏联合其他四名
大学生村官，成立了合作社，以“村官＋农
户＋基地”的模式，带领村民发展红心猕
猴桃、 香榧等特色农业产业， 同时成立

“五个村官服务站”，探索实践“互联网+
传统农业”，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帮助
村民销售极具“乡土风情”的农特产品。
服务站成立至今，销售额已逾 320 万元，
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吴敏
认为，要吸引年轻人才留乡、回乡，引
导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产业进入农村。
他建议，以政府、电商、农户三方联动
的形式，加强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吸
引鼓励更多大学生返乡投身电商创
业；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强化政策引导
和帮扶，以增加农特产品的多样化、规
模化、 品牌化； 优化农村电商人才培
训，推动农村电商专业化，进一步完善
长效扶贫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记者 廖王晶 文/图

市政协委员、丽水正好科技网络公司总经理樊骏恺：

有序发展新能源
助力丽水绿色崛起

� � � �“丽水发展新能源大有可为！ ”市
政协委员、 丽水正好科技网络公司总
经理樊骏恺一直关注着能源产业的发
展， 新能源产业如今在丽水大规模发
展，却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樊骏恺告诉记者，丽水作为“中国
生态第一市” 和浙江省重要的清洁能
源基地，拥有丰富的水电、风电、光伏
等清洁能源。 目前，丽水大力推动新能
源发展，光伏、风电等发展迅猛。 根据
规划，2019-2020 年期间， 全市计划推
进光伏、风电重点项目 47 项，总装机
容量 217 万千瓦；“十四五”期间，共谋

划推进光伏、 风电重点项目 30 项，总
装机容量 129 万千瓦。 此外，根据省政
府推进“百万家庭屋顶光伏工程”实施
意见，到 2020 年，全市将推广家庭屋
顶光伏 10 万户， 总装机容量 30 万千
瓦。 随着光伏电站单位造价的逐步降
低，平价上网时代可能来临，加上陆上
风电后续政策的逐步放开， 丽水新能
源又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如何有序发展新能源， 是新一轮
发展面临的巨大考验。 樊骏恺建议，建
立新能源的联审联议机制， 将新能源
开发计划统一纳入全市“一个口子”管
理； 加强政府部门和供电部门互通互
动、共谋发展；同时优化新能源布局和
建设时序，在编制年度计划时，统筹考
虑电网结构和负荷情况，优先安排“接
网条件好、消纳能力强、投资效益高”
的项目。

此外，樊骏恺还建议，要多方争
取电网项目，各级政府部门和供电企
业共同努力，积极向上级政府、有关
部门争取更多政策支持，加大电网投
资；营造良好建设环境，保障电网项
目顺利实施， 大力推进电能替代，努
力推动社会用能结构优化和企业转
型升级，确保丽水成功创建国际绿色
水电示范区。

记者 蓝倞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