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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建和： 中式烹调高级技师， 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中餐运营总监兼
中餐行政总厨。 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近 5 年推出了 200
多道特色菜。 2016 年， 翁建和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
不久前， 他又入选 “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 这是纳入上海市政府表彰系列
的唯一针对高技能人才的评选项目。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以工匠精神涵养制造强国气质
曹祎遐 耿昊裔

2017 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正在上

海、 苏州两地进行。 此次大赛正值我国

申 办 2021 年 第 46 届 世 界 技 能 大 赛 之

际， 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技能人才

的实力， 更表明了我国培育工匠精神、
打造高水平职业技能人才队伍的雄心。

激活工匠精神的历史基因

“工匠 ” 一 词 最 早 出 自 先 秦 史 籍

《逸周书·文传》， 原意泛指从事手艺之

人。 自此以后， 工匠作为推动我国科技

进步的重要力量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

为后人留下了无数传奇故事。 苏州市内

有两条道路， 一条名为干将路， 另一条

名为莫邪路， 这两条交叉的道路纪念着

春秋著名铸剑师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
“干将莫邪” 或许只是一段传说， 但是

他们所代表的铸剑师却是工匠的典型代

表。 战国初年， 越国人欧冶子在祖辈传

授的技艺基础上， 刻苦钻研， 发现了铜

与铁在金属性能方面的差异性， 创造性

地铸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把铁 剑 。 显

然， 无论是干将莫邪与楚王之间复仇故

事， 还是欧冶子的创新轶事， 无不将工

匠刻画为精益求精、 注重细节、 严谨专

注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传奇故事不足为

信， 那么， 当战国的 “水晶杯”、 三国

的 “快餐盒”、 唐朝的 “高跟鞋” 等等

文物展现在人们面前时， 这些古代工匠

们的传世成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上

的工匠群体特征。
然而， 毋庸讳言， 当下世界科技日

新月异， 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少有人潜心于

技艺研究， 乃至出现机械制造专业毕业

生也将金融机构作为就业首选的现象。
制造业不能获得所需人才， 品质不足与

消费者追求品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制造业效益持续下滑 。 于是 ， 在 2016

年两会期间， “工匠精神” 一词首次出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此后，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 “三品”
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 若 干 意

见》 提出了增品种、 提品质、 创品牌的

“三品” 战略， 并要求 “培育和弘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引导企业树立质量

为先、 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 立足大众

消费品生产推进 ‘品质革命’”。
从工匠精神的提出， 到工匠精神作

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匠精神

之所以引发强大共鸣， 就在于它契合了

现实需要。 从李斌、 刘根敏、 王康健等

为代表的现代工匠身上， 我们能深切感

受到工匠精神的魅力。 它是贯彻发展新

理念的内在要求，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的具体

实践 ， 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 实

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的 重 要

推手。

营造崇尚技能的工匠文化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一名

工匠应该将工作质量置于首位， 其次才考

虑待遇之类的问题。 然而， 要实际做到这

点，亟需从人才、制度、环境三个方面促进

“工匠文化”土壤的生长：
———改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 当前社

会，“学而优则仕”理念依然深入人心，职业

院校很难吸引更多适合社会需求的优秀人

才，制约着高素质技能人才梯队的建设。 《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从政策上建

立了从中职到研究生的升学 “立交桥”。 也

许，学历鸿沟的弥合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消除

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但是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更广泛地宣传树立

“崇尚劳动，让劳动者更光荣”的正确观念，
培育追求卓越技能的“工匠文化”。

———拓宽技能人才职业渠道。 我国的

职称体系主要面向科研和工程技术领域，
职业技能人才则采用从等级工到技师、高

级技师的职业能力鉴定体系。 尽管国家

已经出台政策，明确技师、高级技师等高

级技能人才的待遇， 但是许多企业受人

才任用资格的限制， 技能人才往往被限

定于某个具体的岗位上， 而岗位定型在

经济结构处于变革期存在着巨大的职业

风险。因此，应该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发

展渠道， 让他们在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

领域有充分发展才智的用武之地。
———确立工匠品牌要素地位。在“中

国制造”向“中国品牌”转型过程中，如何

打造优秀品牌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般

认为，“品牌”是一种符号、一种承诺、一

种关系等等， 所考虑的更多是品牌与市

场的互动。在路径选择上，往往偏向于品

牌的符号设计、理念包装、传播渠道建设

等。实际上，工业品牌赖以维系的基础是

品质， 而保障品质的中坚力量正是千千

万万的普通工匠。比如，德国品牌的形象

就离不开高素质工匠创造的高品质产品

所带来的口碑效应。
今日， 国内外职业技能高手同台竞

技，切磋技艺，必将鼓舞更多青年热爱技

能、崇尚技能，走上技能成长成才之路。 试

想未来，在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

百万计的优秀技师、数以万计的技能大师

的共同打造下，一大批独具匠心的中国产

品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制造”将成为高品

质的代名词，中国品牌必将蜚声海内外！
（作为分别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

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市轻工业科技情
报研究所工程师）

烹饪的境界全在入口一瞬的完美
谈及烹饪的意境，“国宴掌勺人”翁建和不谈美学谈计算———

翁建和有一句座右铭： 做烹饪追

求意境，让美食展示艺术。
但是， 与这位中国烹饪大师细聊

烹饪的意境，却出乎记者的意料。采访

全程，他没有提过一次“皿中有景”“盘
中有画”等美学艺术名词，却三次提到

“计算从后厨到餐桌的时间”、 四次提

到“保证菜肴入口的温度”———这是翁

建和对于细节的诠释。
从烹饪后到上餐桌的 “最后十分

钟”，大部分厨师都会忽略，翁建和却

说：烹饪这门艺术，无论有多少创意，
都不抵食客入口一瞬的完美。 他对菜

品本身时间和温度的掌控， 已到了苛

刻的境地。

“洁白玫瑰”在入口刹那盛开

这几天， 翁建和正在设计夏季新

菜。 其中有一道名叫“洁白玫瑰”的神

秘 菜 品 ， 已 在 食 客 中 小 范 围 试 菜

了———上桌的是一盅鸡汤， 清澄的汤

面悬浮着两朵白色玫瑰， 配以碧绿的

青菜点缀，在夏季里感觉清凉舒心。
说它神秘，因为没人能猜出用料。

翁建和解释：“玫瑰花瓣选用青鱼的鱼

蓉作为原料， 通过特殊配方制成奶油

状的鱼胶， 再用西点的裱花技术雕出

一朵朵白色的玫瑰。 这是‘中餐西做’的
一种呈现方式。 ”

“中餐西做” 的工艺复杂性还在其

次， 精准控制食客用餐时的温度才是难

点。“洁白玫瑰”是道热菜，“玫瑰”在每个

食客面前的炖汤盅里盛开。入口那一瞬，
鱼肉的温润热度包裹味蕾，肥而不腻。翁
建和说，中国人都爱吃热食，但保温不到

位，烹饪技术再好也白搭。 他的做法是，
提前计算从后厨到餐桌所需时间， 提前

与服务人员沟通， 在食客上一道菜品吃

完前，留出烹饪的时间来打磨下一道菜，
通过“零等待”来确保菜肴入口的温度。

“‘中餐西做’不是简单分装，它对厨

师的要求更高， 有时候甚至意味着对整

个烹饪流程的再造———从备菜选料到上

桌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周到。”翁建和说。

国宴，超越食物的界限

正是在“中餐西做”领域对时间与温

度的精准拿捏， 给翁建和带来了掌勺各

种国宴的机会。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闭幕式当天下

午， 翁建和所在的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

酒店接到了重要任务： 尼泊尔总统当晚

要在中餐厅设宴。 从接到任务到完成菜

单制定、餐具配置和材料选配，翁建和的

团队只花了短短两个小时。
掌勺国宴级的菜肴， 原材料的限制

很多， 更需要将中华美食文化发挥到极

致。翁建和将其中一道大菜定为片皮鸭。
这道中华美食的传统吃法是食客自己动

手包，但“中餐西做”则不然。 “薄薄一层

鸭饼不能凉，也不能让客人来包，还要保

证送到客人嘴边的时候 ， 温度 不 冷 不

热。 ”翁建和经过反复测试，最后选择在

上席时间前 10 分钟“开工”，摆盘和温度

两不误。 这道中华美食让来自异国的总

统称赞不已。闭幕式之后，尼泊尔总统又

点名要求再做一次片皮鸭。
2014 年 5 月 ， 亚信峰会在上海举

行，翁建和接到通知，承担国宴接待的中

西点心制作任务。 翁建和考虑了两个小

时，决定用寿桃包、四喜素饺和迷你煎仔

堆三款点心组合完成，“这组点心能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趣， 辅以精致西点

点缀，又能呈现上海特有的海派风韵”。
寿桃包取义延年益寿， 传统的做法

是用色素在桃尖着色，翁建和反复研究，
创新性地将红米苋煮沸打碎， 用纱布过

滤取汁，作为天然“染料”着色。当一盘盘

冒着热气的精致点心送到中外领导人的

桌前，翁建和觉得，手中的点心超越了食

物的界限。

愿做灶台旁的追梦人

翁建和一直说，中餐烹饪很辛苦。他

掌中的老茧、指上的伤痕，是早年苦练基

本功留下的印记。
20 世纪 80 年代， 翁建和毕业于当

时的重点技校上海市饮食服务学校，被

分配到了东风饭店， 师从上海滩大名鼎

鼎的“莫氏三兄弟”。学艺的时候，他天天

一清早进厨房，把小事都做好，就盼着师

傅多教自己一点，“苦是真苦， 烧炉子连

电风扇都不能用，怕影响火头，每次烧好

菜，地上有两摊水，身上的衣服就像从水

里捞出来一样”。
跟着名师耳闻目染， 翁建和养成了

一个习惯：外出随身携带相机，无论参加

烹饪比赛还是出席私人宴请， 看到有意

境的菜肴，都会用相机拍下来，回到家后

再仔细琢磨用料和制作， 光笔记就写了

好几本。 创意创新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中

慢慢闪烁光芒。如今，翁建和有了自己的

工作室———翁建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这

里成为他钻研“中餐西做”的试验田。 他

策划及实施的 “菜肴课题专项”“菜肴成

果转化”等项目，近 5 年推出了 200 多道

特色菜，“香露明虾球”“加拿大墨鱼烩鱼

肚”“俄罗斯鱼籽撞豆花”等美食，都从这

里起步。
“新菜肴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打

磨出来的。”翁建和说，有空的时候，他经

常会去餐厅“遛弯”，看见客人的盘中还

有剩余， 会多问几个为什么， 看到全桌

“光盘”，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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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内外职业技能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必将鼓舞
更多青年热爱技能、崇尚技能，走上技能成长成才之路。 试想未
来，在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百万计的优秀技师、数以
万计的技能大师的共同打造下， 一大批独具匠心的中国产品引
领世界潮流，“中国制造”将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中国品牌必将
蜚声海内外

核心观点

时评 综合 广告

六大关键物证确认致远舰身份
46件组水下考古文物首度展出，再现甲午战争悲壮历史

带有 “致远” 舰徽的白瓷盘碎片、
布满铁锈的舷窗、 记录着战争惨烈的武

器与弹药残骸……折戟沉沙铁未销， 无

一不在诉说着 120 年前甲午战争的悲壮

和惨烈。
2015 年 ， 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经

过数年研究探测、 调查发掘， 终确认黄

海海域 “丹东一号” 清代沉船即为英雄

号致远舰， 并被评为当年十大考古新发

现。 日前， “寻找致远舰” 特展在北京

大学赛克勤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幕， 包

含致远舰舰体结构、 武器装备、 生活用

具在内的 46 件组文物在海底沉睡 120
余年后， 首度与观众见面。

该展览学术顾问、 军事博物馆甲午

战争研究专家许华说： “致远舰是近代

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标志， 彰

显着中国人民保家卫国血战到底的决心

和毅力， 哪怕只是泥沙中的残骸， 对国

人而言也是强烈的震撼。”

白瓷盘上依稀可见“致远”二字

伴随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
寻找致远舰的征程也逐步展开。 搜寻工

作并非易事 ， 据了解 ， 在当年 的 海 战

中， 共有扬威、 超勇、 致远和经远四艘

战舰沉没于交战区， 百余年来被泥沙层

层覆盖， 难以辨认。 考古探测辗转数十

年 ， 经 国 家 文 物 局 批 准 ， 2013 年 起 ，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辽

宁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丹东水下考

古队在丹东港海域开启水下考古调查，
最终发现并确认了致远舰。 在此次展览

上， 观众可一睹这些关键物证———
2014 年出水的 10 管加特林机枪 、

旋转托架和铭牌成为确认致远舰的部分

关键证据。 许华介绍， 安装在致远舰桅

杆上的加特林机枪， 是当时最先进的武

器之一， 为配合使用， 致远舰桅盘上还

配备了带滑轮的旋转托架。 “作战时，
加特林机枪的 10 个枪管依次射击， 速

度奇快， 作用是扫射敌舰舱面， 消灭敌

人的有生力量。” 许华说。
沉船上发现的带有 “致远” 舰徽的

餐盘碎片 、 银勺曾是将士们的 手 持 之

物。 白瓷盘中央依稀可见篆书 “致远”
二字， 其外环绕着一圈字母， 上半部分

为 “CHIH YüAN” （“致远” 威妥玛拼

音 ） ， 下 部 的 “ 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 意为大清皇家海军。
据悉， 这些瓷盘是当年订购致远舰时按

惯例同时在英国的瓷厂定做的。
致远舰大副陈金揆的单筒望远镜也

在水下考古中被发现， 这支望远镜保存

完好， 仅中部被挤压破碎， 镜筒上刻着

的 “Chin Kin Kuai” （“陈金揆” 威妥

玛拼音） 依然清晰可见。
此外， 通过磁力仪物探等科技手段

测算出的沉船体量与致远舰一致； 残存

穹甲钢板与致远舰体结构吻合； 水下考

古发现的多个方形舷窗， 通过历史资料

比对确认其只安装在致远舰及其姊妹舰

靖远舰上 ， 考古实物结合磁力 物 探 成

果、 海图资料等六大证据综合分析， 致

远舰身份确认无疑。

在历史浪潮中寻找致远舰

如何让这些观赏性并不强的船体构

件、 武器碎片讲述历史， 成为策展团队

面临的一大挑战。 最终呈现的展览有别

于传统的按时间叙事， 而是以严谨的学

术考证串联起考古发掘、 战争回顾、 反

思历史的倒叙形式出现。 “只有实现了

水下考古 、 出水文物保护这一 系 列 过

程， 历史真实才能出现在观众面前， 实

现我们与致远舰的 ‘衔接’。” 该展览策

展人之一王佳月说。
该展览率先呈现的是中国水下考古

事业发展和寻找致远舰的艰难历程。 据

悉， 水下考古是 “看天吃饭”， 每年仅

两个月适合作业， 每天仅数小时适宜工

作 。 去年 10 月最后一次水下调 查 后 ，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宣布

“丹东一号” 沉舰 （致远舰） 水下考古

调查项目正式结束， 3 年间共发现、 提

取文物 400 余件。 至此， 致远舰打捞出

水还是魂归大海， 目前尚无定论。
为有效缓解 海 水 对 铁 质 舰 体 的 腐

蚀， 水下考古队对沉舰采取了牺牲阳极

的保护措施， 在舰体四周焊接了 10 个

锌块并定期更换， 使阴极保护持续。 这

一保护方法是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创新

之举， 为水下铁质文物的长期保护提供

了新的思路。
该展览策展负责人、 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表示： “该展览将带

领大家由实物思考历史， 将致远舰的沉

没这一历史事件置于宏大背景下， 包括

这一场海战的全过程， 更将从全球史观

背景下再认识这场战争， 在历史的浪潮

中寻找致远舰。”
（本报北京 6 月 7 日专电）

匠心·上海技能大师

翁建和在设计 VIP 冷菜碟。 （资料照片）

■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

10 管加特林机枪、 旋转托架和铭牌。 带有“致远”舰徽的白瓷盘。 均本报驻京记者 周渊摄

习近平的贺信
（上接第一版）

值此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

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召开之际，
我谨向会议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 向

出席会议的各成员部长、 国际组织机构

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 企业家等 各 方 嘉

宾， 致以诚挚的欢迎！
发展清洁能源， 是改善能源结构、

保障能源安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任务。 这次召开的两场重要会议， 体

现了国际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和利

用的高度关注， 体现了全球对建设清洁

高效能源体系的积极向往。
中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 为此

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 取得了积

极成效。 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积极发展清洁能

源，提高能源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

生活方式，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希望会议分享发展和推广清洁能源

的认识和经验， 共同推动全球走绿色、
低碳、 循环、 可持续发展之路。

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7 年 6 月 7 日

全力以赴建成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接第一版 ） 市委政法委敢于担当 、
协调有力， 全市各政法单位积极努力、
主动作为，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方

案， 为全国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

出了上海应有的贡献。
韩正说，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了

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 全市政法系统要

紧紧咬住目标任务， 全力以赴把上海建

设成为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 努力

在法治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这

不仅是中央对上海的要求， 也是上海面

向未来发展的需要， 是城市软实力的体

现。必须充分认识，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院各项工

作必须看得见、摸得着、可衡量，才能真

正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进一步以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 全面提高工作水

平 ，更好推进 “阳光司法 、透明法院 ”建

设。要依法、独立、公正履职，紧紧围绕全

市中心工作，在“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

合整治、交通综合整治、环保督察、食品

安全、 驻沪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等方

面，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
韩正强调， 全市政法系统要坚定不

移从严治党、 从严带队伍， 只有从严，
才能过硬。 市高院要通过从严管理， 把

上海的法官队伍真正打造成一支忠诚、
干净、 担当的过硬队伍， 更好地带动法

院系统队伍整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