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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林豪：用行动践行脱贫攻坚使命

【跨越时空的对话】

“喂，请问是市疾控中心么？”
“喂，市交通委？”
“请问是湖北省人社厅吗？”
“请问是刘师傅么？”
凌晨两点的就业促进中心办

公室里灯火通明，紧迫、焦急的氛
围在空气中弥漫，电话铃声、键盘
敲击声、人们讨论声此起彼伏，高
为民处长牺牲了与儿子团聚的时
间，和中心的多位工作人员一起
坚守在岗位已经长达20小时，他
们在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尽速
接回这批返沪人员。

“太好了！”
“太感谢了!”
“谢谢高处长帮我们解决困

难！”此时时针已指向早晨5点。
收光，闭幕。
伴随着《春暖花开》的动人旋

律，演员造型定格，舞台下轰然响
起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们深陷于
舞台氛围之中，被他们的故事和
工作精神深深打动。然而，这一幕
幕情景并不仅仅是一部戏，它是
真实地发生在 2020 年初上海市
就业促进中心的故事重现。我们
有幸邀请到就促中心来沪人员就
业处副处长钮林豪，进行了面对
面采访，他生动讲述了与团队在
扶贫路上的困难与收获、尝试与
突破。

从1996年起，在国家政策的
指引下，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就
着手展开落实扶贫工作。2013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
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
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
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
目标。就促中心在近 5 年内更是

把“精准”二字贯穿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始终，凝聚各方力量，积极开
拓创新，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展
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采。

摸清底数，担当作为，做好脱
贫攻坚“基础保障”

钮林豪，作为就促中心的一
员，获得“上海市助力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称号，他与来沪人员就业
处的同事们全力以赴做好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帮助贫困劳动力实
现就业，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市人社局的统一规划下，
就促中心贯彻了脱贫攻坚政策，
落实“对口支援、合作交流”，先后
与云南、贵州等近20个省市地区
签订协议或建立对接机制，踏踏
实实地为此奋斗了20余年。为了
实现全国脱贫摘帽的目标任务，
从 2018 年起就促中心的工作就
开始全力贯彻“精准脱贫”，加大
了工作的难度和力度。钮林豪和
他的同事们一起深入调研对口支
援地区的实际情况，同时积极提
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具体表现在

“清底数、稳存量、扩增量、防遗
漏”。2020年实现了49万贫困劳动
力就业，圆满完成了国家提出的
中西部22个省份在上海的贫困劳
动力就业的任务。其中，疫情期间
展开的“春风行动”共组织线上、
线下招聘会 743 场，发布招聘信
息13112条，提供岗位76342个。

深入调研，为民服务，加强脱
贫攻坚“精准施策”

就促中心定期会组织队伍在
对口地区展开调研，更加深入地
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就业理
念。例如云南，一个“一步跨千年”
的省份，很多从小在大山里长大
的青年习惯于当地的风土人情，
习惯于惬意的大自然生活，突然
来到上海或其它都市，快节奏的
环境使得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都
会因为无法适应而心生退却。在
此情形下，就促中心与当地的人
社厅探讨对策，针对转移上海就
业的劳动者，提前在当地普及和
讲解劳动纪律及作风习惯，使他
们能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如何

干，更明确自己的选择将要面临
什么。当然，转移就业的过程中还
存在诸多难题，就促中心不仅需
要与劳动者及时沟通想法，还需
要协调企业、用人单位的需求。钮
林豪说：“这个过程中失败的尝试
很多，但我们也一直在探索新的
方式方法。现在乡村振兴接续脱
贫攻坚，‘摘帽不摘待遇’，我们的
就业帮扶力度不能减弱，反而要
继续增强。”

多措并举，甘于奉献，保障疫
情期间贫困劳动力就业

最 艰 难 的 一 段 时 间 是 在
2020年初疫情发生的时候，一方
面要完成国家交予的就业任务，
另一方面也要做到严格的疫情防
控，这对于涉及地域广、人流量密
集的招聘来说难度更大。疫情期
间就业工作面临两大挑战：一是
外地人员是否能够入沪；二是外
地单位能否来沪以及我局能否前
往对口省份开办大型招聘会。这
种新形势下的压力随着疫情的扩
散在今年二三月份达到巅峰，并
且在之后的工作也仍然存在突发
性。钮林豪对我们说：“19年12月
开始就业形势就开始紧张，随着
疫情的发展整个上海的疫情防控
形势逐步收紧、防控制度逐渐成
熟，想要召开大型招聘会都很难。
3月份国家提出‘点对点’返岗复
工，我们也是在摸索中实践，依照
国家定下的宏观目标，从微观层
面落实政策，探索出了成熟的经
验办法。”

开篇的小品《呼唤》就是这段
时间的真实写照。这天，一群激动
的返沪复工人员终于踏上了从襄
阳回沪的路途；这天，一辆大巴在

夜里被拦截在 G50 沪渝高速出
口。这天，许多人忙碌奔波、通宵
达旦，只为了保证返沪人员能顺
利复工复产。当时也是他们第一
次遇到返沪大巴被拦截在道口的
情况，没有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两地关于疫情防控信息的不对称
导致这个环节出现了差错。为了
尽快弥补这个漏洞，在中心领导
的带领下，第一时间与上海的交
通委、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反映情
况。钮林豪负责与湖北当地的人
社厅和疾控中心等部门沟通协
调，层层上报情况，与上海部门相
关政策进行对接。经过了一整晚
的协调工作，就促中心发动了各
区人社部门以及返沪人员所在
企业单位派车去接人，大巴上的
乘客最终得以顺利返沪并得到
妥善安置。通过这次事件，就促
中心及时从中总结经验，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复工复产人员返沪
的应对方案，在之后的工作中这
套方案通过不断的实践完善已日
趋成熟，为顺利开展疫情期间的
复工复产以及就业工作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一路走来，诸如此类的事件
不胜枚举，但并不能阻挡他们继
续开展工作的前行脚步，他们仍
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可
能抓紧每一次机会为贫困人员的
就业帮扶作出自己的努力。“脱贫
攻坚结硕果，乡村振兴正当时。”
虽然“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
利，但钮林豪和他的同事们仍用
自身的行动不断践行使命，就业
促进中心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
朝着新的奋斗目标披坚执锐、不
断迈进。

“您在小品《呼唤》中主要表
现为哪一个角色呢？”

“我所做的只是其中很小一
部分，更重要的是各个区、所有团
队都凝聚在一起，集体的力量才
能推动我们团队实现一个又一个
扶贫目标。” （文字：子桦）

“中国人无论在哪，只要有一
杯茶，都是有滋味的生活，这就是
我们的文化自信之一。通过一片
叶子与世界对话，世界将看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也希
望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中国茶产业
发展，让更多人因茶得益。”鲍丽
丽说。

如何理解和弘扬中国茶文
化？来听中国茶文化推广大使、
上海世博会“茶仙子”鲍丽丽娓
娓道来。

茶缘：寻找“茶心”的种子
问：最初是怎样接触到茶文

化，又是为何爱上茶文化？
鲍丽丽：15 岁那年，因机缘

巧合，我被外公送上九华山禅寺，
与另外15名孩子一起学习禅茶。
坦白说，禅寺的生活的确有些枯
燥，每天3时，我们就要起床做早

课并练习泡茶。在学习的过程中，
所有孩子都耐不住寂寞，只有我
一个人坚持到最后。

我仍记得刚上九华山时，对
于茶的认知还停留在“苦涩”上。
有一次，老师从紫砂壶中倒出一
杯九华佛茶让我们品鉴，那是我
第一次闻到茶香，也是我第一次
尝到茶的清甜。我深深爱上这股
味道，也深深爱上茶文化。

问：学茶过程中，最困难的是
什么？

鲍丽丽：是找到那颗“茶心”。
九华山学茶时，老师让我用老式
的烧水壶练习茶艺中的“凤凰三
点头”。所谓“凤凰三点头”，即通
过水的力量冲击茶叶，让茶叶和
水尽快融合，这样泡出来的才是
清香的茶汤。因为形似“三鞠躬”，
所以“凤凰三点头”也被视为一种
茶的礼仪。

那段时间，大雪封山，瘦小的
我提着重重的水壶一次又一次地
向热水瓶里倒水，却一次又一次
地将水洒出。厚厚的积雪遇热水融
化，练到最后，都能看到地板。老师
告诉我，茶艺讲究“茶、人、器”三者
合一，需从容安静，循序渐进。在老
师的指点下，我从半壶水练起，直
至最后，再无半点洒出。

15 岁的年纪，我
也会觉得在平时的训
练中，老师会故意苛
求我，只是凭着一股
热爱和一份单纯反复
练习。长大后，当我看
过繁华世界，我才意
识到老师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帮助我种下一
颗纯净的“茶心”。只
有拿得起、放得下，举
重若轻、举轻若重，才
能够泡好一杯茶。
“茶仙子”：做中国茶

文化传播的使者
问：2010 年世博

会时，你是上海世博会形象大
使，也是“上海欢迎你”海报人
物，用“一片叶子”迎接 67 位国
家领导人和外宾，并被时任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授予“茶仙子”
称号。“茶仙子”三个字意味着什
么？对你而言是一种压力吗？

鲍丽丽：“茶”是我安身立命
的行当；“仙”是中国人概念中最
美好的意境；“子”是诸子百家，是
传统文化。很幸运，茶选择了我，
让我成为一个小小的“茶仙子”。

刚被授予“茶仙子”称号时，
我是有点骄傲的。有一次，一个亲

戚让我品鉴一种茶。当时，我看那
种茶的样子酷似“梅干菜”，就断
言其品质欠佳。后来我才知道，那
是大红袍。这段经历让我迅速冷
静下来，回到原点和初心，踏踏实
实学习茶的知识。我花了 5 年时
间，走遍中国 139 座没有被人工

“驯服”的古茶山，走访68位制茶
非遗传承人，茶的发展脉络渐渐
在我脑海中铺开。唯有如此，我才
能真正担得起“茶仙子”这个称
号，才敢做茶文化的传承、创新再
传播。

问：茶的发展脉络是什么？你又

是如何做中国茶文化的创新传播？
鲍丽丽：根据我的研究，中国

茶有三大文明体系，即自然、技
艺、演绎。我将这三大文明形成

《醒悟》《态度》《静雅》三本书，并
获得了相关学者的认可。

“醒悟”，是自然给我的真实
感悟。当我踏足在云南边陲原始
森林探访古茶山时，那里生态环
境和人们纯真的笑容，以及古茶
树芽头天然生命力，带给我的正
是醒悟。

“态度”，是人的技艺。一片又
苦又涩的叶子，如何变成千变万
化的香和味？正是人的态度决定
茶的命运。

“静雅”，是演绎的状态。一片
叶子把我们带入更广泛的文化艺
术范畴，端起的是诗，放下的是
画。以席为经，以器为纬，走进茶
心，自成天地。

茶艺是一种技能，技能传承
不单单需要传播，更需要教育。因
此，我一方面利用各种舞台的机
会传播中国茶文化与茶艺，推动
茶文化走出国门；另一方面，开办
文化教育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课
程、新媒体产品等方式，让更多人
走进茶的世界。
（来源：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茶仙子”鲍丽丽：一片“叶子”，一个世界（上）

【世赛故事】
2010年世博会时，鲍丽丽

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授
予“茶仙子”称号。从此，“茶仙
子”就与鲍丽丽生命融为一体。

从大山、石板路、溪水、茶
园、九华山，到世博会、进博会
等众多国际外交场合；从15岁
及笄之年的懵懵懂懂，到如今
更添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在
出世与入世的跳跃中，在感悟
自然与踏实钻研的过程中，鲍
丽丽逐渐找到了“茶仙子”的
内涵——弘扬中国茶文化，助
力茶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