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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实干家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百宝镶嵌技艺，发端于商朝的
螺钿镶嵌，明朝扬州工匠周翥集其大成，民
国时期著名工匠俞庆荣承袭旧制，并在原
有的技术基础上不断创新，成为海派“俞氏
镶嵌”的开山鼻祖。2013年，看着年迈的
父亲为百宝镶嵌技艺的传承发愁，俞平毅
然辞去外企高管职位，回到父亲身边，挑起
家族传承的重担。那一年，他42岁。

弃商从艺
作为上海漆器制作技艺与顾村俞氏

百宝镶嵌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俞氏
家族的第四代传承人，俞平以匠心守艺，
以创新破局，在传承与革新的双轨上，为
千年非遗技艺铺就通往现代生活的桥梁。

俞平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工作，十多
年间就做到了高管的职位。2013年，做了
一辈子漆器和镶嵌手艺的俞升寿在80岁
生日那天，特意把俞平拉到一边，向他提
出了技艺传承的问题。“他当时说，行业里
基本都是一帮老先生了，他的徒弟都70多
岁了，再后面就没人了，不能让这项技艺
在他手上失传，所以让我必须传承下去。”
面对80岁老父亲的要求，俞平认真思考了
一番：外企的岗位离开了自己还有其他人
代替，祖传的技艺如果没有自己去传承可
能真的就要失传了。于是，感动于父亲对
技艺的感情，又想着让老爷子“开心一
下”，俞平答应了辞职回家传承技艺。

“刚开始，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大。”俞
平说，虽然父亲对自己的决定很开心，但
家里人其实并不太理解。“很现实的一个
问题就是经济压力。”在外企工作时，俞平
收入高，全家衣食无忧，回来后不但没了
收入很多时候还要把积蓄投进去。而来
自技艺方面的压力同样不小，虽然从小耳
濡目染对这些技艺并不陌生，但祖父、父
亲的技艺水平高度在那里，俞平想要追赶
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一次，俞平做一个“月宫嫦娥”挂屏，
雕出了一个面带微笑的美女形象。自认
为雕得很不错的他，拿着作品给父亲看，
想“邀功”获得表扬。“没想到被老爷子批
（评）了一顿。”父亲告诉俞平，做艺术，必

须真正融入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是其他女
性人物，雕成这样他会表扬，但“月宫嫦
娥”肯定是不对的。“他说，嫦娥住在月宫
里，内心是很孤单的，所以（表情）应该是
淡淡的忧思、惆怅的感觉。”经过父亲的一
番指点，此后再雕刻人物时，俞平都会首
先揣摩人物内心，再在表情上反映出来。

经过六年的闭门学习，俞平的技艺水
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创作的《白玉兰》
《随行》《石榴》等三件漆器作品，凭借卓越
的艺术价值，被进博会和上海档案馆联合
永久收藏，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非遗魅力
的闪亮名片。

技术破局
百宝镶嵌，顾名思义，用的原材料都是

“宝”。最初，其原材料多采用珍珠、珊瑚、
玉石等名贵之物，手艺人依据材料的质感
与颜色，精心制作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
图案，再镶嵌于漆器或木器之上，最终形成
五光十色、富丽堂皇的装饰品。

在俞平看来，传统百宝镶嵌的“贵”，
藏在材料里，也藏在时光中。珊瑚、玛
瑙等珍贵材质让成品望而却步，全手工
制作更让一件作品耗时数月。在传承技
艺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要让技艺“飞入
寻常百姓家”，必须在“成本”与“效率”
上动刀子。

“理工男”出身的他想到了“半自动
化”——不是用机器替代手工，而是让机
械承担“体力活”。数控设备切割材料、激
光雕刻勾勒线稿，而镶嵌、抛光等核心工
序仍由双手完成。这样一来，制作周期大
大缩短，也极大地缩减了成本。

更妙的创意来自“废料”。在参观科
技企业时，俞平捡起晶体切割后的边角
料，突然发现这些“工业垃圾”有着不输宝
石的光泽。于是，与芯飞睿科技合作的

“晶彩”系列诞生了：晶体碎块镶嵌成星空
图案的胸针，价格只有传统工艺的三分之
一，却多了一份现代美学的冷峻质感。今
年，他又与首坤智能科技联手，用激光雕
刻复刻顾村老街线稿，再以贝壳、树脂镶
嵌，让百年老街的烟火气，以“可佩戴”的
方式重现。

俞平认为，传承不是把技艺供在展柜
里，而是让它长在生活的土壤中。这些年
来，他带着工具箱走进社区、校园，像播种
一样，把百宝镶嵌的种子撒向更多人。

从外企高管到非遗匠人，俞平走了
一条曲折却坚定的路。他说，每次看到
年轻人戴着百宝镶嵌的胸针走过老街，
听到孩子们在课堂上惊呼“原来非遗这
么好玩”，就觉得一切都很值得。“真正
的传承，不是让技艺活在过去，而是让
它在今天的阳光里，开出新的花。”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

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用中长期规

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

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5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

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

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

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

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

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

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

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

重大原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

顶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

域推进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

各个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

计。要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

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

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

文章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

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好的方针政策

和发展规划都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

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五年规划编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

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需要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

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

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

文章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

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

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

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

措。对各方面的目标任务，要深入分析论

证，确保科学精准、能够如期实现。要统筹

谋划，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把握好节奏

和进度，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

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与整体目标

保持取向一致性。各地区编制本地区规划

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提高规划执行力和

落实力。 据新华社电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

第十七届海峡论坛大会15日在厦门

举行。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台海

形势，本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且亮点纷

呈，充分表明两岸同胞希望常来常往、走

近走亲的共同心愿没有变，两岸同胞共享

民族复兴伟大荣光的坚定信心没有变。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都是中国人，应

该常来常往、越走越亲、交心交融、共谋发

展。作为两岸参与机构最多、活动规模最

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平台，海峡

论坛是两岸百姓的论坛、交流的盛会。之

前成功举办的 16 届论坛，共开展各类活

动近800场，累计吸引两岸同胞35万余人

次参与，其中台湾同胞超过14万人次，有

效发挥了扩大两岸民间交流、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的重要作用。

两岸关系发展，根基在民间，动力在

人民。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

泛性”的定位，聚焦“扩大民间交流，深化

融合发展”的主题，共安排青年交流、基层

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等系列活动56

场。在民进党当局抛出所谓“17项策略”，

变本加厉限阻两岸交流交往，近来更一再

污名化海峡论坛、恐吓阻挠台胞参与的情

况下，超过7000名同胞无畏无惧、毅然决

然共襄盛举，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首

次与会，更达到台湾知名人士参加海峡论

坛的最高层级。这充分表明，两岸交流是

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民进党

当局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会得逞，两

岸交流合作不会停、不会断、不会少。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情相依、福祉

相融、文化相通，都期盼和平、发展、交流、

合作。祖国大陆始终以民意为依归，始终

与人民同行，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

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定推进

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坚持携手台湾同

胞共创美好未来，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获

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民族复兴使命无

上光荣、前景无比光明，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同

行、接续奋斗。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会

更好。只要两岸同胞交流交心、深化合作，坚

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

两岸和平的捍卫者，就一定能共同创造祖国

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6
月16日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
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5年“活力中国调
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展示“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切实强信心、

鼓实劲、激活力、促发展。
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聚

焦重点领域、重点地区，以实地走访、深度
调研等形式，探寻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内生
动力，解码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密码；通过

深入采访报道各地区解决发展问题的真
实案例和生动故事，总结提炼可借鉴的经
验做法和普遍规律，汇聚坚定不移办好自
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强大合力。

据介绍，活动计划聚焦五大主题，选
择相应典型地区进行多批次的调研采
访。其中，16日启动的第一批次将陆续深
入北京、广东、安徽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据新华社电

2025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即将启动

海峡论坛亮点纷呈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他让百宝镶嵌从“高阁”走入“市井”

■新华时评

俞平（中）与市民一起切磋百宝镶嵌技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