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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教育是现代 国 民教育 体 系 的 重要
组成部 分 ，是 实 体经 济发展的 重要引 擎 。

然 而 长久以 来 ，在人们的认知 中 ，职业教
育似乎只 是一条羊肠 小路。“职业 学校低人一
等”、“技术人才社会地位低、待遇差”、校企合
作企业动 力 不足 、政府扶持力 度弱 等 问 题始
终缠绕着正在急速发展的 中 国 职业教育 。

在 “中 国 制 造”正在 走 向 “中 国 智 造”的
当 下 ，社会 对技 术 人 才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旺
盛 。只 有加 快发展现代 职 业教 育 ，让 职 业
教 育 从 羊 肠 小 路 变 成 阳 光 大 道 ，“中 国 智
造”才 会更早实现 。

“ 中 职毕业 生初 次就业 率连 续 9年超过
95%，高 职毕业 生半年后 就业 率连 续 3年超
过 90%。”教育 部 长 袁贵仁 ，在今年 2月 24
日 向 全 国 人大 常委会所作 的 报告如是说 。

然 而 在 职 业教 育 就 业 热 的 另 一 面 ，却
是不 少 职 业 院校常 年遭遇报名 人数持续低
迷 的 尴尬 。由 于 社会对职 校 文 凭歧视 、就
业 质 量 总 体偏 低 、政府 支持 力 度 不 足等 原
因，职业教育发展困境重重 。

为 此 ，专 家 呼 吁要加 快 发展现代 职 业
教育 ，让职校的 大 门 ，能 够 真 正被 学 生和 家
长 所待见 。

出口“旺盛”，进口“萧条”
“ 技术工人能做 的 事情 ，博

士还真干不 了 ！做实验搞研究 ，
仪器设备坏 了 ，队伍里的研究人
员都没辙 ，但来一个有经验的技
术员 ，就能搞定。”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 究 院副 院长万宝 年认

为 ，技术工人在大众创 业 、万众
创新中不可或缺 。

不仅如此 ，全国政协十二届
四 次会议 的 一 份书 面发言 还显
示 ，当 前我 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
失衡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突 出 ，技
术工人缺 口 仍然很大。“目 前 ，我
国技能劳动者仅 占 就业 人 员 的

20%，高技能人才只 占技能人才的
25%，且大部分集中于传统制造行
业 ，劳动力技能水平与市场需求
还不适应。”

一 方 面 是 市 场 对 技 能 型 人

才需求旺盛 、职业学校学生 出 口

“ 旺盛”；另 一方面却是职业教育
招生难尽如人意 ，进 口 “萧条”。

对于 中职生源来说 ，大部分
初 中毕业生选择进入普高 ，只有

极少一部分人才去读中职。有些

中职学校一年只能招 到几十人 ，
教工数量甚至大于在校生数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四 川 现 代

教 育 集 团 董 事 长 苏 华 说 ，2014
年 ，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人数796.6
万人 ，中 职 招 生 619.8万 人 ，普
职 比 约为 1.3：1，远低于 国 务 院
文 件 提 出 的 “总 体 保 持 中 等 职

业 学校和普通高 中 招 生规模大

体 相 当 ”的 要 求 。2010年 至

2014年 ，全 国 中 职 学 校 减 少
2063所 ，其 中 民办中职学校减少
25%，在 校 生 减 少 38%，专 任 教
师减少 28%。

高 职生源 也 同 样 如 此 。据

教育部 的统计数据 ，2004年 ，高
职 院校招 生规模 占 到整个高等

教育 的 47%到 48%。而 2014年 ，
高职院校招生人数仅 占39.5%。

据 此 前 媒 体 报 道 ，2014年
陕 西 省发布 的 专科 院校正式投

档 情 况 的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在 陕

西 参 加 招 生 的 597所 文史 类 院

校 中 ，139所院校在该省遭遇 “零
投 档 ”，理 工 类 640所 院 校 中 ，
“ 零投档 ”院校多达 181所 ，不 少
高职 院校 已连续 多 年 出 现严重
的生源不足 。

职业学校低人一等 ？
除 了 生源减少 、高考录取率

提高以及参加“洋高考”人数逐年
增加等原 因之外 ，职业教育本身

存在的问题成为其招生 困难的重

要原因 。

“ 很 多人认为职业学校是低

人一等 ，孩子考上普通大学要招
待 亲 友 ，考 上 职 业 学 校 不 敢 出
门 ，社会认识有差距。”全国人大
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 委 员 会主任

委员柳斌杰说 ，而在一些发达国

家 ，职业教育恰恰是最贴近社会
的一类教育 ，非常受欢迎 。

“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孩子

上职专。”在实际采访中 ，这是许多

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父母的心声。

人们对职业学校的偏见 ，与

职业教育就业质量 总 体偏低有

很 大 关 系 。记 者 调 查 了 解 到 ，

大 多 数职校毕业生 只 能选择待

遇偏低 、不稳定 、缺乏福利 保障

的工作 。一 份关于 中 职毕业生

就 业 情 况 的 调 查 表 明 ，中 职 生

高 就 业 率 难 与 “高 福 利 、高 收

入 ”画等号 ，八成 中 职生起薪在
2000元以下 。

不仅如此 ，在择业 、升学 、报
考公务员 等各个方面 ，普遍存在
对 职 校 生 的 政 策 限 制 和 歧 视 。

“ 找工作 时 ，很 多企业一 听到我
是大专 毕业 的 ，连简历 都不看 ，

就直接把我拒绝 了 。还有 事业

单位和公务员 ，大部分 岗 位都要
求本科学历 以上 ，我连考试的 资

格都没 有。”毕业于福建某高职

院校的吴杰告诉记者 。

原 本应 该形成 技 能 门 槛 的

职业 资格证 书 也面 临 含金量 下

降的境遇 。长春职业 教 育学 院

汽车分院副院长成玉莲说 ，学生
在校期 间 考取 的证 书 并不 被企

业认可和看重 ，他们和没有经过
任何培训 的 社会招 聘人员 相 比

技能更高 ，待遇却相当 。
除此之外 ，政府对职业教育

扶持政策不足 、职业学校办学条

件差 、师资力量弱等因素 ，也都削
弱了职业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 。

面 对 职业 学校招 生难 的 问

题 ，苏 华 认 为应 该 增 加 职 教 高
考 ，因材施教 。中职学生必须从

“ 就业为主 ”转变为 “升学就业并

行”：普通高 中 毕业生和 中 职学

生 两类教育应对应两类考试 ，增

加设置面 向 中职生的职教高考 。

但 也有 专家表示 ，职业高考
只是一种形式。如果不从根源上

解决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低 、待

遇少 ，政府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
的现状 ，那么职校的大门 ，就难以
真正被学生和家长待见 。

（ 彭 文卓）

对比强烈　李法明

谁来培养“大国 工 匠”——人大代表三问职业教育
职 业 技 能 教 育 是 培 养 “大 国 工 匠 ”的

重 要 切 入 点 ，有 助 于 提 升 中 国 制 造 的 水
平 ，也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民 生 工 程 。因 此 ，建
议 一 部 分 本 科 教 育 向 职 业 教 育 转 变 。办

好 职业 教 育 ，应 该根据 企业 的 需 求 设置 专
业 ，培养社会 需要 的技能人 才

“ 工 匠 精 神 ”是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上 的 一

个热词 ，其 背 后 凸 显 了 人们对 高 质 量 产 品
日 益增长 的需求 。

如 何 才 能 培 养 出 “大 国 工 匠 ”？与 会

的 不 少 代 表 表 示 ，职业 技 能教 育 是 一 个重
要 的切 入点 。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该打通吗

有人说职业教育到 了 高职就到头 了 ，不
利于吸 引 优秀生源 。

“ 有 的省实行五年一贯制 ，有 的实行 中
高职 ‘3+2’，搭建人人成才 的 ‘立 交桥 ’，有
利于解决过去一 味追求高学历 、不肯上职业

学校的 问题 。这种分段培养的方式 ，有利 于
鼓励年轻人上职业学校 ，打通今后走 向本科
或更高学历的通道 ，有利于人才成长。”全国

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

灵说 。

她的观点得到全国人大代表 、山 西省农

科 院农业资 源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姚建 民
的赞同 ，“上 了 职校再上本科 ，也是一条成才
的道路 ，应给年轻人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却不
认 同 这 一观点 ，“职业教育是 专 门 教育 ，本
科教育 是普 通 高等教育 ，到底该谁 向 谁 并

轨 呢？”他认为 ，一部分本科教育 有 必要 向
职业教育转变 。

作 为 一 名 职业 教 育 毕 业 生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中 国铝业公 司 技 术工人 常俊 民 有 切
身体会。“我不赞成职校生一毕业就继续读

本科 ，他们需要实践 ，好 的技术人才都是从
实 践 中 干 出 来 的 ，而 且 学 技 术 的 大好 时 光
就在 25岁 之前。”他认为 ，干技术 的能否成
才不在于能否拿到较高 的学历证书 。

“ 如果职校生想继续受教育 ，我认为需要
‘ 停顿一下 ’，工作几年之后再继续读书 。这
时候 ，你会知道 自 己欠缺什 么 、学什么有用 ，
才能主动学 习 ，事半功倍。”常俊 民代表说 。

办职教该不该大包大揽

“ 现在 已有 2.7亿农 民工进城务工 ，为什
么 还存在 ‘民工荒 ’问 题 ？我认为原 因 是专

业技能人才 的结构性短缺 。应大力扶持职

业教育 ，在 ‘十三 五 ’末 免 除 中 等 职业 教 育
学杂费。”全 国 人 大代 表 、中 央农 村工作领

导 小 组 副 组长袁 纯清 认 为 ，这 不仅有 助 于
提升 中 国 制 造 的 水平 ，也 是 一 个重 要 的 民

生工程 ，“中 等职业教育学生很 多来 自 农村
或者经济相对 困 难的家庭 ，对他们来说 ，如
果既能不花钱受教育 ，又能找到好工作 ，那
就是最大的 民生”。

吴 晓灵代 表也 同意 中 等职业教育 费用

应尽量 由 财政来负担 ，但是 ，在职业教 育 投

入 中 应 区 别 对 待 ，“国 家 应 该 负 责 基 本 义
务 教 育 。高 级 的 职 业 教 育 则 要 更 多 用 居
民和 社会 的 钱 ，少 用 财政 的 钱 。应划 清政

府和市场的边界 ，动员社会力量办学”。

职教招生到底难在哪

一边是市场对技术人才 的渴求 ，另 一边
却是职业教育招生难的无奈现状 。

来 自 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烨说 ，云南
省 红 河 州 建水 县 有 一 个职业 教 育 学校 ，有

5000多 名 学生 ，就业 率 100%。这 个学校办
校的法宝是什 么？“学校根据企业 的需求设

置专业 ，社会要什 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
的人才。”李烨代表说 。

“ 目 前 ，有些职业学校开设的专业在企业
并不实用。”常俊 民代表十分赞同校企联合办

学，“据我 了解 ，德国的职业教育实行两元制 ，
学校和企业签订协议 ，在校学生可以领到工
资 ，企业派出工程师 、高技能人才等到学校授
课 ，这样就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效果”。

长期 活跃在农业 一 线 的姚建 民 代表发

现 了 现行 技 能 教 育 的 问 题 ，“比 如 在 农 业

技 能 培 训 方 面 ，国 家 投 入 了 大 笔 资 金 ，可
真正种地 的 没 几个去 听 课”。他 给 出 的 对

策 是 ，提 高 培 训 内 容 的 实 践 性 、精 准 投 放
技 能 教 育 ，“比 如 要 针 对 农 业 合 作 社 带 头
人 、农 业 企 业 技 术 骨 干 等 提 供 培 训 ，少 作
一 般性培训”。

事 实 上 ，提 升 职 业 教 育 ，不 仅 是 教 育
的 事。“如 果 普 通 工 人 一 辈 子 辛 辛 苦 苦 都

不 能过 上 体 面 的生 活 ，如何谈工 匠 精神？”
一 位 名 叫 野 望 的 网 友 说 。呼 唤工 匠 精神 ，
需 要 职 业 教 育 、薪 酬 体 系 、社 会 氛 围 等 整

体 环 境 的 共 同 改 善 。　（李 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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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克 强 总 理在 两 会期 间 提到 ，
要 “鼓励 企 业 开展 个 性 化 定 制 、柔

性化 生 产 ，培 育精益 求精的 工 匠 精
神 ，增 品 种 、提 品 质 、创 品 牌”。“工
匠 精神 ”这 一 热 词 横 空 出 世 ，引 发
社会广 泛热议 。

众 所 周 知 ，制 造业是 国 民 经 济
的 主 体 ，是 经 济 实 力 的 厚 实 基础 。
无论是推进科创 还是提升就业 ，制

造 业 都是 主 战 场 。令人有 些 遗 憾
的 是 ，长 期 以 来 ，社会 上 一 直存在
一种 “君子 不 器 ”的 错误观念 ，大 家

都 想把孩 子 培 养 成 公务 员 或 者 白
领 ，“劳 心 者 治 人 ”的 理 念根 深 蒂
固 ，即 便是一 些 已 经 选择和 生 产 技
术 打 交 道 的 蓝 领 们 也 心 有 旁 骛 。
无 怪乎有 些代表会说 ，我们 企业 里
的 年轻人 ，最 大 的 梦 想 不 是干好技
术 ，而 是 日 夜 背 时 政 练 书 法 ，寄 希
望 于 考 上 一 官 半 职 从 而 改 变 命
运 。这种观念 上 的 不 平衡势 必 会
引 起人 才 发展的 不 均 衡 ，势 必 严 重
抑 制 社会创 新 的 活 力 因 子 。培 养
大 国 工 匠 精神 ，首要的 前提条件 就

应 该是转 变观念 。

国 家 统计 局 的 数据 显 示 ，2016

年 2月 份 ，PMI指 数仅 为 49.0%，比

上 月 低0.4个 百 分点 ，创 下 5年 来 的
新低。莲发藕 生 ，根 源 就是制 造业
不 振 。而 制 造 业 不 振 的 一 个 主要

原 因 又是人 才 匮 乏 、创 新 不 足 。两 会期

间 ，很 多 自 媒体 分析 了 德 日 两 国 的 制 造

业 成功 经验 ，得 出 的 结 论 不 谋 而 合——

除 去 家 族 传 承 、民 族 性 格 等 原 因 外 ，高
度 一 致 的 一 点 就 是 全社会 对技 术 工 人

的 高 度 尊 重 。例 如 日 本 有 一 家 名 叫 哈
德 洛 克 的 工 业株式 会社 ，这 家 企业 只 有

40多 人 ，专 门 生 产 螺 母 。按 照 一
般的 理 解 ，造点 螺 丝钉 实 在稀松平
常 ，不 上 台 面 。但他们 就 靠 着 专 心
致 志 去 生 产 小 螺母 ，从 而 获得 了 世

界级 的 高 度 尊 敬 与 赞扬 。从 中 不
难看 出 彼 国 对工人 的 尊重 ，从 中 也
不 难推 出 一 个逻辑判 断 ：如 果 工人
没有社会地位 ，那 么 就没有所谓 的
“ 工 匠 精神”。

其 实 我 国 并 不 缺 工 匠 人 才 。

庖 丁 解牛 堪称 特级 解剖 师 ，样式 雷
的 建筑无疑是世界精品 ，更 不 要说
鲁 班 的 木 工 和 黄 道婆 的 纺 织 技 术
了 。可 惜 的 是 ，我 们 在 高 速 又 粗
放 的 发展 中 逐渐 远 离 了 制 造 的根

本 ，变 得 太 追 求 体 积 和 总 量 ，忽视
了 精 准 与 细 致 。唐 魏征在 《谏 太
宗 十 思 疏 》里 说 ：“求 木之 长 者 必
固 其根本。”而 这 也 正 是 两 会传 递

出 的 时 代 弦 外 最 强 音 。粉墨 登 上
2016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的 “工 匠 精
神”，必 然 会成 为 国 家 对 制 造 业 的
新要 求 。这种 代 表 专 注 、精 准 、品
质 的 职 业 精神 才 是助 力 “中 国 梦 ”
实 现的 大排量助推 器 。

与 此相 应 ，精神 力 量还要搭配

上 物 质 褒 奖 才 更 完 美 。在 不 断 提
高 技术 工人社会地位 的 同 时 ，也要
改革评级制 度 ，给 予 工人一 定 的 技
术 等 级 ，配备相 应 的 财 富 逐级 激

励 。还要 大 力 学 习 先进 制 造 业 国 家 较
为 完 备 的 技 校 体 系 ，设 立 专 门 的 奖 学
金 ，鼓励 支持 有 志 青 年 报 考 技 术 职 校 。
只 有社会地位 和 薪 酬 水 平 达 到 一 定 高
度 ，才 有 资格 去 谈 工 匠 精神 ，也 才 能 让
技术 工人们 潜 心 闭 关修炼 。

（ 胡洪成 ）

篾匠申占平

75岁 的 篾 匠 申 占 平老汉 ，2015年又新

收 了 一个 76岁 的新徒弟 。这应该算是拜在

他门下的第九个徒弟 了 。当然 ，比起多年 曾
经先后收过的 4个残疾徒弟来说 ，应该是好
教得多 了 。

陕南洋县南 山 黄金峡一带 ，山 清水秀 ，
林木茂密 ，尤其是竹子林立 ，遍布 山 乡 。宁
可食无 肉 ，不可居无竹 。恰好 ，数不清的竹
子 ，就成为那个物资极端匮乏时代距离农 民
最近帮 助 农 民最 多 发挥 作 用 最 大 的东 西 。

而 ，篾 匠的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必然 。
申 占平 ，就是沿汉江河下游九十里的黄

金峡一带 ，众多篾 匠 中 的佼佼者 。说起来好
笑 。申 占平学篾 匠 的初衷 ，仅仅是因为 六十
年代 向 公社缴公粮没有好工具 ，家里又请不
起篾 匠 ，就 自 己 在家摸索着做 了 两担篾笼 ，
后来就激起 了 学篾 匠 的意 图 。

篾 匠活做的啥？——晒席 、小席 、挡席 、

荆笼 、土圾 、粪圾 、簸篮 、控圾 、筛子 、米笼 、

蓑衣 、雨 帽 、鱼 篓 、竹篓 、茶 篓 、甚至大姑娘

出 嫁的嫁妆——针线篮篮等 ，大大小小几十
种 ，不 一 而 足 。每 一 个 产 品 ，就 是 一 个 工
艺 ，每 一 个物件 ，就有 一个标准一 个要 求 。

标准和要求在哪里？师傅是个文盲 ，师傅只
教了 他做篾活 。几十年的篾 匠生涯 ，申 占平
在心里给 自 己定 了硬标准 。

申 占平做篾 匠活守规矩 。
起先是选料守规矩。“七竹八木九藤条 ，

十月 迎霜割蓑草。”——这其中 ，编雨帽蓑衣
需要 蓑草 ，编荆笼需要荆条藤条 ，编土圾荆
笼需要木材 ，当 然主料还得是竹子 。可是 ，
不 同 节 令拾掇 的材 料 ，坚硬度 、柔韧性 、耐
腐蚀性 、抗拉力程度是很不相 同 的 。其他节

令 的 材料做的 活路 ，比 如荆筐 、晒席等 ，也
能用 ，就是使用 年 限短。——他从不坑人 。
选竹子只用 三年 以上生 的 ，嫩 了 不耐用 ；木
料 、藤条 、蓑草等 一物 整行 ，他都严格遵 守
老规矩 ，从来不偏不倚 。每年的几千斤竹子
用 完 了 ，其它辅料也用 的差不 多 了 ，他就歇
业 ，绝不 临 时取料瞎凑合糊 弄 人 ，坑骗 人 。

接下 的活路 ，也绝对下年再做 ，哪怕因此而
得罪人 ，因此而降低工钱 。

其 次 是 下 料 懂规 矩 。篾 匠 里 有 俗 话 ，

“ 晒席要厚不得厚 ，小席要薄不得薄。”——
啥意思 ？先 前 ，到处都是泥 巴 路 、泥 巴 场 ，
要想把丰收 了 的粮食晾晒干 ，唯一能用 的 ，
就是晒席 。小席是啥 ？就是我们夏季纳凉

铺在床上 的凉席 。晒席上躺的是小麦谷子

大豆包谷 ，小席上躺 的是人 ，当 然是晒席越
厚越好 ，小席越薄越好。——难点在哪里 ？
难在破篾条 。晒席的篾条是一破二 ，一般的
篾 匠 ，掌握不好 力 度和劲道 ，破篾 不 均 匀 ，
一 薄 一 厚 ，打 的晒席 ，用 不 了 几年就烂洞 ，
烂 了 洞就只能家里妇道人家用 旧 布缝补 了

才能用 。所以 ，好篾 匠的 口 碑全在妇道人的

嘴头上 。小席 不然 ，
小 席 要 光 溜 、柔 韧 ，
要 耐 得 住 摩 擦 。小

席 的 篾 条 一 般 是 一

破 四 ，四 五毫米 的竹
子 ，去 掉 竹 皮 ，要 精
准 地 破 成 薄 厚 一 致

的 四 匹 篾 ，功夫全在

手头 ，在双手 的十根
指 头，甚 至 手 口 并

用 。这样打 出 来的凉席 ，耐得住男 人宽厚的
脊背压磨 ，也承得住水灵的妇人细皮嫩 肉摩
挲 。这 样 的 小席 ，有 的 男 人会夸 口 ：“我家
的小席是 申 占平打的 ，一张小席上 出 落 了 我
的 四个娃 ，个个灵精活眼。”

一薄一厚 ，成就了 篾 匠 申 占平九十里黄
金峡的德行和美誉 。

再次是做活路守规矩 。申 占 平说 ，“篾
匠篾 匠 ，全在手上 ，手 口 配合 ，活在心上。”打
比说 ，一床晒席 ，六尺宽丈三长 ，有 四包边的 ，
有两包边的。划篾条要两天 ，打席要三天 ，包
边要一天 ，全是蹲在地上 ，弓 着腰 ，六天时间 ，
将近三十个工序 ，缺一不可。篾条要厚实 ，规
格要略大 ，交 口 要紧密 ，纹路要清晰 ，包边要
紧扎。——下十分的功夫 ，做 出十一分的活

路 ，主人家才会满意。再打比说 ，要做一把好
筛子 ，下料 ，需要十三种薄 的 、厚的 、宽的 、窄
的竹篾 ，有 的薄 不 过毫米 ，窄 不 过韭 叶 ，统
统过云刀 、过刮刀……如此三番 ，两天时间 ，
一个细 密 一致 ，深浅适 当 ，两尺见方的 筛子
呈在面前 ，叫主人家合不拢嘴 。

闲 余之际 ，申 占 平也会略显神通 ，玩个
花活？——编一 个猴娃 兜兜 。又 叫 茶 叶兜

兜 。一般的篾 匠 ，都不会做 。其结构交路复
杂 ，有 七个 角 、四 个方 、三面 圆 、一 个 口 ，工
艺 上有 圆 有 方 、有 曲 有 直 、有 疏有 密 、有 实

有 虚 ，上呈三角 兼 圆 弧形宝塔状 ，下呈正 四
方 ，前面开 口 呈 圆 弧 ，后面尾部成锥度 。过

去是富户人家装茶叶等高级生活用 品 的 “精
密家什”，编织相 当 有难度 。申 占平把竹篾

抓在手里 ，一折两转 ，三拢 四 回 ，五翻六插 ，
七拐 八 弯 ，你别说 ，神 了 ，一个猴娃兜兜刹
那完工 ，活灵活现 。

还不仅仅如此 ，通过给篾条染色 、利用
竹篾经纬纹路和交织的规律 ，打个小席 ，他
能在一床凉席上打上 “草里藏蛇 ”花 图——

能看到隐藏在绿草丛的蛇头蛇尾 ；能编出斗
方花 图 、算盘花 图 、梅花花 图 、菊花花 图 、麻
钱花 图 、扇 把花 图 ，一度成为人们办事送礼
的好 出手 。做个女子 出 嫁用 的针线篮篮 ，能
显 出 “囍”，能编 出 麻钱花 、梅花 、喜鹊登枝
等多种繁杂 图案 ，成为女子 出 嫁必备的好嫁
妆。——用脑筋干活 ，求新求精 ，讨主家欢
心 ，也映射出 农村手艺人的不墨守成规的精
明和忠实客户 的厚道 。

在农村 ，篾 匠 半农半艺 ，农忙刨庄稼 ，农
闲 做手艺 ，长年 累 月 闲 不住 。闲 不住 ，就苦
累 了篾 匠 申 占平大半生精力 。其实 ，提起篾
匠 申 占平 ，黄金峡一带还有 一个诙谐的顺 口
溜 ：“申 占 平 的徒弟 多 ，瘸 的瘸来跛的跛 ；睡
觉要往床上抱 ，舀 饭勺 勺 够不着锅 ；徒弟 本
来是弟子 ，却像儿子敬老子。”——在 申 占平
的 众 多 徒 弟 中 ，残疾 人 占 了 四 个 。大徒 弟
新铺刘家 山 人 ，下半身 不能动 ，靠双手挪两
个小板凳走路 ，日 行不过五里 ；二徒弟 龙亭
杨 湾人 ，走 路 一 拐 三 瘸 ；三 徒 弟 新 铺 杨 庄
人 ，上 山 砍 柴 被 滚 石 蹋 断 左 腿 ；四 徒 弟 新
铺蒿萁 沟 人 ，自 小 小 儿麻痹 。在 当 时 的 农
村 ，这 样 的 人 ，几 乎 都 是 要 靠 家 里 人 伺 候
才 能 了 此残生 。求到 门 下 ，都是 因 为 生 活

没 有 出 路 、家 庭 惨

遭 破 败 ，不 得 已 才
想 学 点 手 艺 ，养 家
糊 口 的 。

当 时的年代 ，篾
匠 申 占平的 门户 ，也
仅 仅 是 三 间 破破 烂

烂的瓦房 ，日 子也支

撑 得 很 不 容 易 。也

不 管三七二十一 ，穷
在深 山 有人 问 ，能上门 的 ，都 留 下 。

还 算好 ，当 时 的 年 代 ，真 正 是 一 个 “竹
器 ”的 时代 ，农 民 家 庭 重 要 的 工 具 、器 具 、
农 具 ，真 真 的 是 以竹子编织 的 物件为 主 要
使用 工具 的 年 代 。这 些残疾 徒 弟 ，跟师 傅
申 占 平 吃住 在 一 起 ，基本 上都是 每 个人 两
到 三 年 ，有 的 吃 饭 都 够 不 着 锅 台 ，要 舀 好
给 递 过 去 ；有 的 睡 觉 够 不 着 床 沿 ，甚 至 要
抱 到 床上。——申 占 平收 留 了 他们 ，既要
教 给 他 们 手 艺 ，又 要 伺 候 生 活 ，吃 了 很 多
苦 ，也 落 下 了 根 深 蒂 固 的 穷 根 。可 是 ，申
占 平 不怕 ，他 要 让 这 些苦 命 的孩 子们学 会
篾 匠 手艺 ，自 立 自 强起来 。

跟 申 占 平学做篾 匠 活有 规矩 。他教这

些残疾徒弟很多做篾活的经验 ：划篾要双手

用 力 ，左手起支架作用 ，右手划篾 ，篾条 的
薄厚全在大拇指 的感觉上 。他严格要求这

些 思想上 自 卑 心 智 上倔 强 的徒 弟 ：精雕细

刻 ，像妇女绣花一样伺候竹子 ，伺候手里的
活路 ，才能做 出 好家什 。有 时候 ，他把做篾
匠 活 比作 “敌人 ”传授经验 ：“战略上要藐视

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就是要练好
基本功 ，手 、口 、脑全面配合 ，精 力集 中 、两
臂 用 力 ，眼 明 手 快 ，把 篾 条 限 制 在 一 条 线
上 ，才能划 出 好篾 ，才能编 出好活 。

先后十余年 ，申 占平倾注 了 最大的精力
和耐心 ，让他们学会 了 篾 匠手艺也学会 了 如
何做人 。

那些年 ，每 一 年大年初二 ，黄金峡杨庄
的徒弟杨汉峰 ，天一亮就跛着腿 ，从家里 出
发 ，一根桦林木棒担肩 上 ，一头是挂面 一头
是猪后臀 ，去给家在新铺蒿萁沟的师傅 申 占
平拜年 。三十里 山 路 ，天擦黑 了 ，才能走到
师傅家 。一进 门 ，先端个椅子放在 中 堂 ，让
师傅坐上去 ，他倒地就是 当 当 当 三个响头 ，
才安心地坐下来歇气 。一般情况下 ，他要住
两 三 天 ，给师傅 家洗锅抹灶 ，喂猪起粪 ，洒
扫场 院 ，细细地都干 了 一 遍 ，才走 。走的 时
候 ，申 占平让大儿子骑摩托车把他送到黄河

渡 口 ，过 了 河 ，就离家很近 了 。
篾 匠 申 占 平半农半艺 的五十年篾 匠 生

涯 中 ，做的活路也不知道有 多 少件 了 ，光经
他手用 过 的竹子也不知道用 了 多 少 。仅就
一年三千斤竹子的活算 ，五十年得十几万斤
竹子 ！那一定会是一座竹 山 ；仅就一个簸篮
要用 70斤竹子算 ，这么多竹子能编织两千多
件工具 ！那也一定是一座农具堆积的灿烂 。

篾 匠 申 占平的大半生 ，精彩也绝不仅仅
是 当 篾 匠 出彩 。

艺多不养家 。可是 ，申 占平老汉这大半
生 ，先 后 在咸 阳 棉 纺 厂 当 过 响 当 当 的 圆 车
工 ，在村里兼当 打铁 匠 、当骟 匠 、当 机械修理

工……每 一行 ，都 是 响 当 当 的 一 绝 。申 占
平这 大半 生 ，干 了 很 多人 几辈子都干不 完
的活路 。　（刘 章 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