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华东阳市

工艺美术绽放新活力

2014 年 11 月，第五届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结果公示，在拟

评定的 122 人中，东阳占 15 名，在全省县级市中独占鳌头。

东阳是著名的工艺美术之乡，全市现有木雕、竹编、红木家具等

企业 2700 多家，2013 年工艺美术产业产值突破 180 亿元。近年来，

东阳紧紧围绕产业实际，通过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打造了一支高素

质的工艺美术人才队伍，为工艺美术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人才基础。目前全市从业人员多达 13.4 万人，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

员 1435 名，其中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 2 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9 人，

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 24 人 , 省级以上大师数量在全省县级市中位居

首位。

多部门联动  分层次培养

2014 年 6 月 16 日，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一批特殊大龄“学生”，

东阳 41 名工艺美术界精英走进大学校门，甘当学生，在攀登艺术高

峰之路上再“充电”。

参加这次高层次人才高级研修班的，都是来自东阳木雕、竹编行

业小有名气的大师，其中年龄最大的 76 岁，最小的 38 岁。“通过高

水平的专业培训，旨在全面提升大师的艺术素养，创新艺术理念。”东

阳市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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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经彬已 76 岁高龄，身体状况不好，腿脚也

不方便，每天需要打针、吃药，但仍然每天准时参加培训，而且都坚

持坐在第一排，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省工艺美术大师施德泉因公司有

急事，也仅请假半天回东，处理完事情就赶回参加学习。

“大师进美院”活动是东阳市着眼于加强工艺美术人才储备，搭建

不同层次的培养平台的一个方面。

为确保工艺美术之花长盛不衰，促进工艺美术人才队伍建设，东

阳市委组织部牵头，整合经信、人力社保、教育等部门力量，探索建

立了“多部门联动、分层次培养”的工艺美术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工

艺美术人才的培养。

后备人才培育是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和挖潜的希望所在。东阳市大

力发展木雕、竹编技能职业教育，在广厦学院、市技术学校、聋哑学

校等高校和中专学校开办了 12 个木雕专业班，走出了木雕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目前在校学生 500 多人，每年毕业生 100 多人，就业供不

应求。

“我从来不担心我的就业问题。”徐庆幸是广厦学院的一名毕业生，

他说：“这个专业的工作很好找，工资待遇都不错，300~600 元一天很

正常，做得好的甚至可以达到 2000 元一天。”徐庆幸先后在陆光正、

夏浪工作室实习和工作，月薪已达 1 万元以上。

在中端人才培养上，市人力社保局、经信局牵头，每两年在全市

开展一次工艺美术行业“首席技师”评选活动，对获得东阳市“首席

技师”荣誉称号的人员，市政府给予隆重表彰，并给予每人 1 万元的

奖励。“首席技师”以及列入拔尖人才管理的工艺美术大师均按高层次

人才有关政策确定相应待遇，享受生活津贴，并按市场价 7 折申购人

才公寓。东阳市还每年举办 1~2 期的精细木工高技能人才培训班，组

织推荐参加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开展每年一次的“木雕·红木家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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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骨干企业、十大精品”等评选活动。

设奖励基金  选拔尖人才

2010 年第四届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东阳市有 15 人当选。

这 15 名大师中，有 6 名出自同一师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

太地区手工艺大师、全国木雕专业委员会会长陆光正门下。

陆光正说：木雕是一门艺术，正因为它是一门艺术，因此不能速

成。东阳木雕，不仅要在雕刻技艺上下功夫，更要传承一种文化内涵。

为激发工艺美术人才活力，东阳市积极营造重才爱才的政策环境。

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国家级、省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分别奖励 15

万元和 5 万元，目前已设立了陆光正、吴初伟、卢光华、何福礼等 4

个工作室。大师们通过工作室，以师带徒、言传身教，培养了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黄小明、省工艺美术大师王向东等为代表的 20 多名工艺

美术人才。

结合工艺美术人才的特点，东阳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

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在政策支持上重点予以扶持。市财政每年安

排 200 万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对工艺美术人才的评选表彰、师资培

训和技能竞赛。对高级工艺美术师发放最高 300 元每月的技术等级津

贴，工艺美术师参加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给予最高 1600 元

的培训补贴。

根据工艺美术人才年龄普遍较大的特点，东阳市修订完善拔尖人

才选拔管理办法，取消年龄限制，将年龄较大、发挥作用较好、符合

条件的工艺美术大师纳入拔尖人才管理。2013 年评选产生的首批 37

名拔尖人才中，工艺美术大师有 8 名，占到总人数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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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强县的创新实践

开多彩展会  办各类比赛

东阳市着眼于扩大工艺美术人才影响，搭建形式多样的展示平台。

2014年 11月 18日至 22日，为期 5天的 2014世界工艺文化节暨

第九届“东博会”落下帷幕。这场世界工艺美术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的盛会，汇聚了五大洲的工艺精品与大师，不断让人们的眼球绽放惊

艳之花。

从 2006 年起，东阳连续举办了 9 届中国（东阳）木雕竹编工艺美

术博览会。展会期间组织开展木雕竹编大师精品展、中国木雕创作大

奖赛、中国木雕高峰论坛等活动。2013 年第八届中国（东阳）木雕竹

编工艺美术博览会交易额达 5.5 亿元，客流量 35 万人次。

在东阳中国木雕城四楼设立工艺精品馆，提供 6500 平方米的免

费场地，吸引全市 30 多位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入驻，其中木雕精

品展馆藏有当代东阳木雕精品近 300 件，竹编精品展馆藏有竹编精品

500 余件。近三年共接待了嘉宾 2670 批、旅游团队 5019 批，人数超

过 40 万人次。

从 2008 年起，东阳连续举办 4 届全市性的木雕雕刻技艺比赛和

神雕杯木雕比赛，平均每届有 120 余人参加。组织选送优秀作品参加

国内外各种比赛，如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中国（北京）

木雕竹编工艺美术博览会、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

览会等，近年累计获得 70 个特等奖，801 个一等奖（金奖）、1200 多

个二三等奖（铜奖），有力地扩大了东阳工艺美术人才的影响力。

一对一联系  多样化服务

为充分发挥工艺美术人才的作用，东阳市积极搭建温馨舒适的服

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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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60 岁以上工艺美术大师的身体特点，东阳市组织 10 多名在

业内较有影响和知名度的医疗专家组成工艺美术大师医疗专家服务团，

为大师提供“一对一”医疗保健服务，对行动不便的则上门服务。组

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年开展一次系统的身体检查，每两年开展一次

集中疗养。

工艺美术人才以民间人士居多，党委政府与他们的联系相对松散。

东阳建立市领导和省级以上工艺美术大师“一对一”联系制度，市领导

每年一次上门走访慰问，每季度一次交流沟通。每逢春节，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均要上门慰问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并送上鲜花和慰问金。由

市委人才办牵头，召集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卫生局、教育局、经信局以

及公安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定期举行专项例会，对工艺美术大师提出的

医疗保健、出入境、就学、创业服务、社会保障等问题，现场提出解决

方案。2013 年以来已经召开会议 3次，现场解决问题 5个。

 学者点评

传统工艺的失传往往缘于人才断层和后续乏人，传承传统工艺并让其

焕发新的生命力首先需要大力培育工艺美术人才。东阳市集思广益，走出

了一条“培养 + 奖励 + 竞技 + 展示”的木雕、竹编和红木家具特色人才四

合一培育之路。东阳经验包括，一是多部门联动方式对工艺美术人才进行

分层次培训；二是大量运用创意评比、技艺比赛、博览会布展来发现拔尖

工艺美术人才、激励其艺术创造；三是借助于专项奖励基金和提供对顶尖

人才的“一对一联系和多样化服务”来满足工艺美术人才获得社会认可的

需求。特色人才的培育需要因地制宜的独特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特色

人才传承民间艺术、繁荣传统文化和促进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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