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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孔令茹

“年轻的老陶瓷”

赋予每一件瓷器以生命

“刀触、角度、力度、弧度、速度、频率，
刻瓷的这些手法细节很重要。”在近期淄博
的一场传统技艺示范课中，王一君现场创
作刻瓷作品，示范刻瓷技艺的具体操作手
法。

王一君身穿中式服装，创作时眼神专
注，对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力求用极近完
美的技艺赋予每一件陶瓷作品以生命。

“陶瓷作品不仅具有陈设和使用功能，
更多的是承载着文化的传承。”王一君在采
访中表示，瓷器本身只是器，当创作者在上
面注入思想、赋予文化，陶瓷即内蕴灵动，
才会点通灵犀。

在业界，王一君被称为“年轻的老陶
瓷”。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小受到成长的环境
熏陶，成为淄博刻瓷界最年轻的国家级大
师，还因他在陶瓷及刻瓷领域持之以恒地
钻研、创新。

1969年，王一君出生于淄博一户普通
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淄博瓷厂职工。孩童时
期，王一君经常与小伙伴们偷跑到瓷厂车
间摔泥巴，用稀软的粘土捏出千奇百态的
造型，还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把做好的造型
放在太阳底下晾晒，这也成为王一君最初
的陶瓷艺术启蒙。

在他看来，想要发展陶艺这门传统工
艺，不应该只是一味地追求“正宗”，刻瓷艺
术创作需要克服“惯性思维”，需要从工艺
改进和原材料更科学地调配等方面不断重
新思考，只有这样，陶瓷才能焕发生命力。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王一君对陶瓷
艺术的钻研不只刀法，而是对陶土、烧成、
釉料等每一个环节都细心研究。他熟悉釉
料，可以自己研究材质，自己造型、手拉坯、
雕塑、烧制，自画、自刻、自己上色，陶瓷制
作艺术在他身上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任何
环节都不缺失。

王一君深耕陶琉技艺、厚植工匠文
化，从传统中汲取营养，重艺境、求创新，
其归纳总结刻瓷艺术五要素，发明窑变釉
刻瓷、虚喷意境刻瓷等陶瓷和琉璃工艺技
法，打造出“山东手造”陶琉艺术作品的新
高度。

与时俱进的“匠人”

让传统技艺闪闪发光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鲁班首席
工匠……多年来，王一君无数荣誉加身，但他
仍喜欢把自己的身份定格为“匠人”。

“把大自然赐予的材料通过心与手的
塑造、浴火的涅槃，最终变成陶瓷。”王一君
说，在这火与土的陶瓷艺术中，他努力把对
人生的感悟用陶瓷语言传递出来，这是很
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在王一君看来，工匠精神，是要虔诚地
调动所有潜能去面对陶瓷这种工艺。“到了
我们这代人手上，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与
时代同行？以工匠精神把传统工艺往前推
一把，这才起到了我们这代人的作用。”王
一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陶瓷行业要
在传统文化的积淀下与时俱进，让传统技
艺闪闪发光，在这其中，对传统文化内涵进
行深入挖掘和解读、传统工艺的改良、新材
料的应用、地域元素的融入、功能的延伸拓
展都是与时俱进的表现。

正是基于这种对工匠精神的追求，如
今的王一君精心呵护着年轻人的梦想。他
参与中国轻工科学技术奖评定和技能大赛
标准制定，担当产业教授、创业导师、非遗
传承老师，带徒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级、
省市级工艺大师和高层次人才、突贡专家、
技术能手、金牌工匠。同时，他以非遗手工
艺帮助残疾群体技术脱贫，培养的聋哑人
徒弟们成为山东自强模范和工艺大师，带
动了特殊群体创业。

王一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承
与创新并重，工匠大师不只单纯的手艺技
术，制高点是丰富的知识结构、开阔的眼界
认知，匠工蕴道灵活把握材料性、设计性、
文化性、工艺性、功能性等，融会贯通知其
所以然，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续接传统文
化、构建产业生态、为发展蓄能。未来，王一
君希望可以创作出更好融入生活、与时代
同频共振的作品，活化齐鲁文脉、讲好中国
故事。

编者按：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精益求精的匠人们以苦练精技术、以创新求突破，在各自领域中中示范引领、铸就辉煌。即日

起，山东省总工会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砥砺传承 匠心筑梦”工匠人物系列报道，集中展示齐鲁大地的匠人们们用实干成就梦想的故事。

山东省国瓷陶艺书画院首席专家王一君

以匠心致初心，用陶瓷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王一君，山东省国瓷陶艺书画院首席
专家，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曾获“全国劳动
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鲁班首席工
匠”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3年坚守工艺美术一线创作，王一君
初心如磐，领军山东陶瓷创新发展，热心
传授技艺，培育出高技能队伍，继承创新。
以技艺精湛、品质绝伦的陶瓷作品，在国
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绽放中华陶瓷文
化灿烂的光芒。

记者 孔令茹

多想多干多琢磨

“苦肉计”练就“一磨准”

1989年，唐守忠从河口技校毕业，被
分配到孤岛采油厂，成为一名采油工。那
时候油气计量分离器和升温加热水套炉
采用玻璃管量油或显示水位，割玻璃管
成为采油工必备的技能。

“当时都用锉刀锉，对锉磨力度和锉
痕精度要求很高。”唐守忠回忆道。起初
自己不是因用力过大磨痕过深，锉碎玻
璃管，就是锉痕过浅，掰碎玻璃管划破
手，经常是这个指头没好，另一个又受
伤。

用心琢磨动作要领、反复操作对比
试验，唐守忠总结出了“三快两慢一打
磨”的技巧，历经一番“苦肉计”，终于练
就了百做不误的割玻璃管“一磨准”技
法。

“想干好，就要比别人多想多干多
琢磨，不能怕苦怕累。生产过程中如果
遇到了问题，我肯定要在当天解决，想
不明白就不休息。”唐守忠说。

把工作中的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这
是唐守忠在工作之初给自己定下的目
标，而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往往是最原
始的笨方法。

在担任孤岛1 0 3站副队长时，唐守
忠管理的1 0 3口油水井“井井不同”，每
台设备的零部件多如“牛毛”，所需要的
电机型号及轴轮种类自然不同，这可难
坏了倒换电机的员工。

唐守忠决心找个简单的办法，他将
电机类型、轴轮直径、皮带型号等逐个记
牢，在脑子里规划出每台电机的思维导
图，甚至连各部分螺丝粗细、长短都记得
清清楚楚，成了同事眼中的“活字典”。

如何诠释匠心，唐守忠在日复一日
的工作中给出了答案。“只有把心沉下去
才能干下去，这一份干下去的毅力背后
靠的其实是一颗心，也就是我们经常所
说的匠心。”唐守忠说。

持续保持学习力

以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如何通过新型工具有效降低职工劳
动强度、提高安全系数和工作效率？这是
近年来唐守忠创新攻关的重点课题，他
聚焦生产疑难问题，通过技术创新提高
生产效率，增加产量。

解决难题就要紧扣问题导向，瞄准
制约生产的关键点。针对抽油井光杆易
受损，影响使用寿命和采油时率的突出
问题，唐守忠对症开方，研究形成“延长
抽油井光杆使用寿命法”，使光杆使用周
期延长 3倍，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命名为

“唐守忠工作法”，收录进《大国工匠工作
法》丛书。

近年来，生产信息化广泛应用，对一
线工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数智赋能高质
量发展的应用方面，唐守忠一直没有停下
学习的脚步，他尝试将信息化前沿技术应
用于生产现场，集成研发“油田生产现场
智能巡检与控制关键技术”，对巡检区域
进行实时智能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

如今，唐守忠把自己当年练技术的
拼劲传给了年轻人，创新实施“自主化培
训模式”“项目任务带徒法”，培训员工
4600人次，培养出技术能手214人，所带
徒弟中38人次在中石化、油田职业技能
竞赛中摘金夺银、72人晋升为技师、高级
技师，被聘为胜利名师。

从一线岗位时的苦心钻研、到智能
化科技的应用实践，再到对青年职工的

“传帮带”，唐守忠始终坚持把工作做到
极致，匠心在时间的淬炼中升华。

“作为一线的普通工人，坚持苦干实
干加巧干，把岗位工作做到极致，用智慧
的力量创新创效，就是追寻梦想最现实
的途径、实现价值最具体的行动。”唐守
忠表示，未来的工作中，将继续规划好自
己的职责和工作，将企业高质量发展与
自己的工作目标相结合，时刻不忘油田
人的职责和任务，为建设油田、发展油田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采油工特级技师唐守忠

平凡岗位练绝活，技术创新赋能“石油梦”

唐守忠，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胜利
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采油工特级技师，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采油工技能大师。获得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鲁班首席工匠等荣誉，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今年，是唐守忠扎根一线的第35个年
头。30多本手写笔记、100多项创新成果伴随
他走过岁月，也见证了他由“工”到“匠”的蜕
变成长。他始终牢记技术工人的责任，秉承
弘扬“工匠精神”，岗位练绝活，革新创效益，
以创新实干诠释着产业工人的“石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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