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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非遗“梦幻联动”，看技能是如何进化的——

数字人&卡丁车&下午茶，大国小工匠技玩一“夏”

便民问答

一 提 起 非 遗 技 能 ，大 家
或许会联想到古老的文明、
悠久的历史，以及精雕细琢
的手艺活儿，而在拥有计算
机应用专业背景的钱之初看
来，技能不等于纯手工，工具
的与时俱进同样可以提升技
能。作为“荆楚工匠”“木胎漆
器髹饰技艺”荆州市级非遗传
承人，钱之初此前向世界技能
博物馆捐赠了一件工具展品，
叫木工榫卯制作工具。这件木
工榫卯制作工具，是钱之初自
行设计制作的。

“6年前，我接到一个订单，
要制作 500 个漆器盒子。客户
要求这些盒子不能用胶粘，也
不能用钉子，而是要用榫卯连
接。”接到这笔订单后，钱之初找
来几个木工老师傅，“他们能做
燕尾榫，但精度不够，榫卯之间
有缝隙。而且这些老师傅纯手工
制作榫卯，速度慢，工钱也高。照
这样出活，成本比卖价都高。”

“能不能做个专门制作榫
卯的工具出来？”一直爱动手的
钱之初开始琢磨。

经过一个月的构思、设计、
修改、制作，木工榫卯制作工具
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高约1米的“大家伙”
配了个小电机，按下右方的白
开关，主轴便转动起来。配上制
作燕尾榫的模板，一块开好的
木料，在刀具上磨个 3 分钟左
右，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燕尾
榫，“不仅速度快，精度也高。”

这件工具，不仅让钱之初
又快又好地做出了500个燕尾
榫盒子，顺利完成订单，还成了
他的得力助手。“做不同的榫
卯，只要更换不同的榫卯模板
就好了。很好用，不仅效率高，
做出的榫卯精度也高。”

1977 年出生的钱之初，大
学读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正
是计算机的学习背景，让他得
以有能力设计制作这样一件榫
卯制作工具。“我是在计算机上
制作模型，然后设计修改的。连
接的地方和尺寸来来回回改了
好几次。如果不借助计算机，而
是实物设计修改，那不知得费
多大的劲，也不知道能不能做
出来。”

钱之初坦承，制作木胎漆
器，若论手上功夫，自己肯定比
不过爷爷和父亲，“像我父亲那
一辈，一般读到初中就不读了，
然后就开始做漆器，做一辈子；
我呢，虽然对漆器也是从小耳
濡目染，7岁开始就帮爷爷打下
手，但大学毕业前，绝大部分时
间都用在读书上了，毕业后几
年从事的也是与漆器无关的工
作，所以手上活肯定没老一辈
熟练。也是为了弥补这一点吧，
我会在工具上动脑筋。若论用
工具提升技能，完善作品，我自
信比父辈强。”

钱之初出生于湖北恩施巴
东县。在巴东县，从漆树的种

植，到制漆、髹漆和木胎的制
作，都被有序地传承了下来。

钱之初家也从事木胎漆器
的制作，主要制作盘子、碗等实
用漆器，到钱之初这一辈已经
是第五代。原本继承家业的弟
弟放弃这门传统手艺后，钱之
初成了“继承人”。

“如果我也不做这个，传承近
百年的家族技艺可能就没了。”

那一年是2006年，29岁的
钱之初，就这样从一位“科技从
业人士”成了手工艺传承人：从
漆树的种植，到生漆的采收制
作，再到木胎的设计成型，直到
一件漆器的出炉，每一个环节
涉及的技能，钱之初都需要熟
练掌握。

虽然身份变了，做的事变
了，但曾经受的计算机教育、更
为现代化的思考方式，并没有
就此化为乌有。

干起制作木胎漆器的活，
钱之初总觉得有不少可以革新
之处。比如，传统手工制漆流程
繁琐又产出不精，是否可以将机
器引入精制熟漆的工艺中，实现
自动化、高质量和高产出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钱之初
设计起了生漆精制系统。以这
套系统设计为核心的《天然生
漆精加工技术研究》项目，后来
成为湖北省重点科技项目。

“如果用传统的生漆精制
方式，不算过程中的损耗，大概
需要半个月时间、10个盆子同
时工作，才能制出 150 公斤左
右的精制漆，而且在整个过程
中，需要实时观察调整，非常耗
心耗力。采用新的精制系统，一
天之内就可以炼出至少100公
斤的高品质精制漆，而且用这
种方法制成的漆粘度没那么
大，更易涂刷。”

对于将机器引入工具以提
升技能、完善作品，钱之初有着
别样的热情。

“可能很多做非遗的比较
排斥机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作品的完美呈现，至于整个
过程是纯手工还是用到了机
器，并不是最重要的。以前没有
机器，所以做一件物品全靠纯
手工，但现在我们有了计算机，
有了机器……我们可以好好利
用这些，提升技能，让作品更加
完美。”

半路出家的钱之初，凭借
对工具的创新发展，制作出一
件件高质量作品。2013 年 10
月，《漆彩生活》入选中国当代
漆艺展获优秀奖；2014年8月，
作品参加首届绿色产品交易
会获优秀奖；2015 年 11 月，作
品入选国际筷文化节（韩国）
并参加展览；2017年9月，作品
参加中国当代青年漆艺家提名
展……

“工具是手的延伸，工具提
升技能”——这是钱之初这 10
多年来走技能道路的体悟。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HR 们，您有没有在
为员工办理参保登记的
时候发觉这个情况，当月
办理了社保参保登记，次
月才完成参保？小编来解
释原因。

HR：我发现在“一网
通办”平台新上线的职工
就业参保登记功能很方便
呢！可是为什么我 6 月办
了三位入职职工的手续，
只有两位职工在当月办理
成功了，另一位到 7 月才
完成参保呢？

小编：请问那位到次
月才办理成功的职工，是
不是申报的那个月刚从原
工作单位离职呢？

HR：那位职工确实是
6月10日才从原工作单位
离职的，这和离职时间有
关吗？

小编：是的。按照相关
规定，劳动者当月有两家
单位登记用工的，由上家
退工单位缴纳当月社会保
险费，所以这位职工才在
7月完成了参保手续。

您只需申报一次，社
保经办机构即可根据上家
单位的离职时间和本单位
的就业起始时间自动确定
此次社保缴费的起始日
期，无需重复办理。

当月登记，为什么
次月才参保？

8 月 17 日至 19 日，60 余名
青少年在参与“大国小工匠”技
能夏令营活动中，过了一把“工
匠瘾”。他们分别化身元宇宙搭
建师、时尚甜品师和工具工程
师，在 3 天的时间里用自己的
双手完成了一件“匠心之作”。

作为市人社局“政府开放
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技玩
一夏”主题技能夏令营获得了
青少年的热情反馈。

“如果下次有活动，我还想
报名！”许多青少年表示，技能
夏令营活动既充实又有意义，
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

工具工程师：“刨”出卡丁
车，木工也能玩跨界

在工具工程师夏令营，青少
年们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了木质
卡丁车的制作，并进行了试驾。

开营首日，参观完世达科
创中心的青少年从小工具的大
用途入门，反复练习螺丝钉、扳
手、电钻的用法，还在老师的带
领下，在”拆拆拆”中了解木质
卡丁车器械原理。

3 天的技能夏令营，小工匠
们轮番上阵学习卡丁车的装卸原
理，研究结构，尝试复原、钻孔、打
磨，提出问题，拼接、搭建……
在每个团队的默契配合与激烈
比拼中，”极速“完成木质卡丁

车的全车组装，还集思广益设
计美化车身，刷新木工坊同年
级最快纪录。“为了让我们的

“战车”开起来更稳更快！我们
组摸排出了卡轮子的原因，轮
流打磨转向的零件足足 40 分
钟！看来这工具工程师，不仅要
手上功夫好，还得不停动脑解
决问题，不容易但是真的很有
趣。”来自桃李园实验学校的陈
然同学不禁感叹。

期间，“大国小工匠”主办
方负责人也来到这“热力四射”

“热火朝天”的体验现场，共同
感受小工匠们的满满干劲。

元宇宙搭建师：见证元宇
宙“另一个我”的诞生

近年来，“元宇宙”不但成
为了一个热点话题，也成为了
一个热门的新职业、新技能。本
次“大国小工匠”技能夏令营活
动首次带领青少年踏入“元宇
宙”世界一探究竟。

3天的时间里，“小工匠们”
走进坐落于天山路公共实训基
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实训中
心”，体验手脉识别、自动驾驶、
机器视觉、语音识别等。各种用

途的机器人琳琅满目，沉浸式
的智能化体验，让青少年更加
感受到人工智能的魅力所在。

他们还通过平台三维可视
化的体验实操熊猫公交的自动
驾驶，创造了自己的在硅基世
界中的数字人，按照自己的喜
好和方向培养数字人的说话方
式，性格以及记忆。

活动结束后，青少年也分
享了这一段“元宇宙之旅”的

感悟：“在这里我认识了我国
人工智能的强大，领略了深兰
科技研发的各种高科技产品，
也让我树立了人工智能报国
的远大志向。”

时尚甜品师：3天get下午
茶正确打开方式

“你们知道世界红茶鼻祖
是什么茶吗？”在时尚甜品师的
体验现场，老师一边讲解西点

和茶饮背后的文化知识，一边
教“甜品师小学徒”们如何正确
地摇壶、搅拌。

3天时间里，青少年们在上
海市现代食品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老师的带教下，学习制作了
2种西点、2种奶茶和4种果茶。

最后一天，“小学徒们”在
前两天所学的基础上创作“特
调茶饮”和“独家版玛德琳与肉
松小贝”，设计搭配出了一桌充
满创意的“夏日下午茶”。

“这个夏令营真的好吃好
喝还好玩！不仅如此，我还学到
了许多平时不知道的知识。”刚
出师的“时尚甜品师”表示，当
爸爸妈妈说自己亲手制作的西
点和茶饮特别好的时候，感到
非常自豪。

从木质卡丁车的制作，到
元宇宙数字人的创建，再到“西
点+茶饮”创意下午茶的组合，
本次夏令营活动让青少年沉浸
式地体验到了或前沿、或硬核、
或生活的三种不同领域的职业
技能，激发了青少年的“技能基
因”。接下来，“2022大国小工匠
青少年技能体验活动”的精彩
仍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