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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丝扣瓷“三才碗”背后：
手艺审美兼备，激活残疾工匠“技能生命力”（下）

工匠精神

不用跑定点医院，专家坐堂让市民添个“周末专场”
各区动态













  便民问答

留学回国人员落户，
要在回国2年内办理才可以吗？

问：你好，请问留学回国
人员落户，要在回国2年内办
理才可以吗？

答：根据相关规定，符合
留学人员落户的条件之一，是
在回国后 2 年内与本市用人

单位签订合同，按规定缴保缴
税，并持续在沪工作。也就是
说，一旦你满足了这个条件，
它就不会因为你回国已经
3 年、5年了而改变。不需要在
回国2年内申报，也不需要在

回国2年内缴满6个月。这里
的“回国”可以是完成学业后
入境回国，若毕业后在国
（境）外工作，可以以结束国
（境）外工作入境时间为“回
国”日期。

在普陀区莫干山路 50 号
“M50”这个上海最著名的艺
术园区，由竹编非遗传承人程
丽发起的上海艺助行公益促
进中心，像竹子一样蓬勃地生
长着。

“艺助行”作为中国残疾人
联合会指定的全国残疾人文化
创意产业基地，为残疾人提供
竹编培训、居家就业等机会。徐
翠艳作为学院中的佼佼者，一
举夺得2019年第六届全国残疾
人职业技能大赛竹编项目第一
名，她的竹丝扣瓷“三才碗”被
世界技能博物馆收录，将作为
藏品展示在全世界的工匠大师
以及公众面前。
（续接上期）

手艺重要
审美同样重要

“三才碗”虽已捐赠给世
界技能博物馆，但“艺助行”还
有一件类似的盖碗。金色的竹
篾圈圆圆圈圈地环绕包裹在
瓷碗的外层，与碗盖的金线互
相呼应，留白的比例也恰到好
处。光线下变化角度，竹篾因

为编织技法产生的花纹，折射
出层次分明的色泽，不禁让人
赞叹这是一件精致文雅的艺
术品。也让人意识到，这套作
品展示的不仅是工艺，还有审
美。

“我们这边除了有非遗传
承人，还一直与设计师合作。很
多作品都是出自设计师的创
意，我们来实现。”程丽介绍说。
徐翠艳说，她做竹编之前，不仅
会依据设计师的图纸，也会自
己在图纸上再画一下。“注意到
哪里收口，会要留意大体的比
例。但真正编的时候，实物和图
还是有区别，感觉又不一样了，
还是有调整的。”

当然，更多的设计、或曰审
美，是出于经验、出于生活实际
的需要。比如这一套“三才碗”，

“喝茶的时候，嘴唇尽量不要碰
到竹编的部分，而手指不要碰
到瓷器、因为可能会比较烫嘛。
按照这样的比例来做，一般心
里都有数。”

奇思妙想激发灵感
讲好竹编的故事

2011 年，徐翠艳“零基础”
开始学竹编。“落户上海之后，
因为腿有残疾，闸北残联那边
就挂号了。他们推荐给我各种
培训课程，我之前在工厂就是
个普通工人，电脑这些课也不是
很学得进去，反倒是竹编一接触
就很喜欢。就很投入地在学，越
学越喜欢，越喜欢越要做。程老
师也慧眼识珠，夸奖我比其他
学员做得好，一直带着我。”

据悉，竹丝扣瓷这项技艺
的选料非常有讲究，1200 多种
竹子只有慈竹柔韧性好、竹节
长，适合做。而且只能取最细腻
的第一层，要竹节达到80厘米

且无疤痕的部分。去青、切块、
切片，火烤之后切成丝，匀色
……“100 斤的竹子，才出 4 两
竹丝。加上全手工，所以我们的
竹编艺术品真的是很有价值
的。”

现在徐翠艳也常常走入课
堂，去给小学生讲竹子的故事、
分享竹编文化；和奇思妙想的
大学生一起，设计制作各种竹
编制品，比如 3D 打印竹编模
型、宠物之家……采访的当日，
一位法国服装设计师正与她沟
通，完成一件竹编的衣服，以体
现环保的理念。

徐翠艳说，每一次这样的
合作，都会激发她的灵感。而她
自己每编一样物件，也是在锻
炼创意、锻炼审美。“下一步我
要学习的是竹文化，还有竹文
化背后、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
传统文化。只会编不行，要了解
文化内涵，比如竹子和瓷都是
中国文化里非常雅致的东西，
那么什么花纹配什么器型，讲
一个什么故事，这些我都要好
好学习。”

对于自己的作品入选世界
技能博物馆这件事，徐翠艳感
到非常荣幸。“期待世界技能博
物馆向公众开放后，自己能站
在作品前向更多的公众宣传竹
编文化、讲解竹丝扣瓷。”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为解决工伤人员往返跑、
鉴定周期长等问题，近日，闵行
区人社部门以便民高效为出发
点，以“专家坐堂”的模式，试
行加推劳动能力鉴定周末专
场。目前，2场周末专场已完成
鉴定 500 余人。后续将根据市
民需求，每月定时加推一次周
末专场。

增加周末专场
减少流转环节

据了解，周末加推的“专家
坐堂”模式，是将工伤鉴定专家
从定点医院请到区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窗口大厅，工伤职工不
再需要跑医院，在窗口大厅一
次就可完成工伤鉴定。

“与原先‘定点医院’模式
相比，省去了医院鉴定的挂号、

付费、拿号等烦琐流程，实现一
次办妥医检、面检。在简化业务
环节的同时，依托最新经办规
程和业务系统，精准推动‘数字
化转型’，实现全流程电子化闭
环管理，确保全过程各环节可
留痕、可监督、可追溯。”闵行区
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 窗 口 鉴 定 现 场 ，闵 行
5-6 位鉴定专家实行“一人一
窗”，通过“专人负责引导、专门
等候区域”有效保障了鉴定秩
序。同时，另有3名专家组成评
审组，根据每名工伤人员的病
史和面检记录，同步进行综合
评审工作，实现鉴定环节的实
时流转，进一步提高了鉴定服
务质量和效率。“安排井井有
条，真是太方便了！”现场不少
群众连声称赞。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兑现“好办效能”

据了解，闵行区年均受理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约3500件，
平均业务周期 45-60 天。此次
为解决工伤人员往返跑、鉴定
周期长等问题，将“鉴定直通
车”开进窗口大厅，开展劳动能
力鉴定“专家坐堂”，通过“加鉴
定场次、延服务时长、减流转环
节”等措施，可将平均业务周期
缩减至30天。

自去年 9 月起，闵行区社
会保障服务中心依托“一网通
办”平台打造劳动能力鉴定“好
办”事项，实现了“网上申请+窗
口鉴定”一站办结劳动能力鉴
定事项。通过数源工程、算法匹
配、CA电子认证、AI核验等数
字化手段，打造“零材料、零填
表、零跑动”的申报体验。目前，
已办理完结“好办”申请100余
人，受到企业及工伤职工的一
致好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
工作经验，结合企业职工实际
需求，不断深化‘劳动能力鉴定
直通车’品牌内涵，在‘周末专
场’等特色服务基础上，探索推
出‘夜场鉴定’‘区域鉴定’等模
式，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辖
区内企业职工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人社服务。”闵行区人社部
门负责人表示。

（来源：闵行区人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