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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首席记者 庄从周

守护城市的天蓝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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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匠黄晓俊引领污水处理技术创新之路

用创意点亮珐琅艺术

陈徐奇，“80 后”上海工匠，也是
海派金银珐琅器制作技艺第四代传

承人。 他师从工艺美术大师余士渭，
研习珐琅工艺十余年。 对于已经有
着 600 多年历史的珐琅工艺， 陈徐
奇正在运用新思路、新技法，来点亮
珐琅艺术。

载誉归国，投身传统工艺
作为上海老凤祥的珐琅首席技

师，陈徐奇曾留学海外。 他跟随导师
在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金属艺术

修复工作室工作， 进行金属古董修
复并撰写研究论文， 复刻及修复了
俄罗斯国家级金属艺术品及中国古

典金属艺术作品等艺术精品， 荣获
俄罗斯国家修复委员会嘉奖。

来到老凤祥工作后， 陈徐奇便
从“传承”二字入手，以自己对于传
统技艺和现代审美的理解， 赋予珐
琅作品更多诗意、更加精妙的含义。
接受记者采访时， 陈徐奇正在位于
漕溪路的老凤祥总部的工作室内忙

碌。 只见上下两楼的工作室里，十余
位团队成员分步骤进行珐琅作品的

创作。 在一楼的区域，师傅们正在进

行制模、掐花丝、花丝焊接等工序的
制作。 陈徐奇告诉记者，一件完整的
作品，需要大致经历八个阶段， “设
计、制模、掐花丝、花丝焊接、点琅、
画珐琅、珐琅烧制、修复，每一步都
有讲究，每一步都不可含糊。 ”到了
二楼，每一个工作台上，又是完全不
同的工序， 记者看到有工作室的成
员正在描绘以“宝莲灯”为主题的珐
琅作品，通过电脑里的设计概念图，
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画像似乎已经浮

现在作品之上。
陈徐奇表示，自己作为整个团队

的负责人， 大到作品的创意生成，小
到作品表面的一处颜色过渡是否自

然，他都要参与其中，以保证最后呈
现出来的作品是精益求精的。对于一
件大型的珐琅器型作品，从构思到最
后成品出炉， 平均时长就要半年，有
的甚至要一两年。

珐琅制作引入 3D技术
如今，陈徐奇用自己对于潮流创

新的理解，运用 3D打印、精密计算等
前沿技术的积极引进，使得珐琅制作
“不仅仅在历史长河中沉淀， 也要在
历史长河中得到发展”。 他的代表作
海派银透明掐丝珐琅碗《春满》，曾荣
获 2019“白玉兰杯”上海设计创新产
品设计大赛一等奖。 此外，他的作品

《冰麒麟》获得 2022首届国潮非遗文
创大赛“最具潜力作品”奖。

在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

上，几位珐琅工艺专家见到《春满》实
物后，一致认为这件大面积镂空珐琅
作品工艺难度非常高，能够呈现出如
此惊人的精致度，并达到一种宝石效
果，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能代表现今
中国珐琅顶尖工艺水平的作品。

从这件作品中式莲理纹的运用

中， 观众可以品读出宋代诗人杨万
里《小池》诗中“泉眼无声惜细流，树
阴照水爱晴柔”的意境，结合欧洲雕
塑感较强的巴洛克与洛克克艺术风

格之后， 展现出来的则是满满的海
派文化浪漫精致的情怀。

而其团队主推的潮流设计师款

珐琅胸花、祈福包，则是两款非常受
国际市场欢迎的非遗工艺产品 ，国
内外老凤祥门店累积销售量均已超

10 万件。
身为“80 后”的陈徐奇，现已收

徒 5位，皆为“90后”“00 后”。通过传
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他进行理论与
实践双管齐下的教学指导，将基础技
术训练、传统技艺传承、潮流创新设
计紧密结合在一起，让非遗之美更好
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背后 ，隐
藏着一群无名英雄， 他们用智慧和
汗水， 守护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
每一滴水。上海工匠黄晓俊，就是其
中的一位。 作为污水处理领域的技
术专家， 短短几年内他从一位刚刚
步入职场的年轻人， 成长为业内的
技术骨干和领导者。 他不断自我突
破，解决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为
污水处理技术的进步和城市的环境

保护贡献了一份重要的力量。

创新成果创效 2000 多万元
驻扎于长江之畔的白龙港污水

处理厂，肩负着上海近三分之一的污
水处理任务。日均处理能力高达 280

万吨， 它是上海在污水和污泥处理、
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的核心设施。

2013 年，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扩
建二期建成调试。 面对 80 万立方
米/日 、 一级 B 标准的提标改造工
程，如何确保调试成功？如何保障调
试安全？ 一系列难题宛如一座大山
横亘在白龙港人的面前。 时任厂中
控室负责人的黄晓俊带领团队承担

起了系统调试的重任。
白天， 黄晓俊深入工地策划调

试并优化污泥接种方案；夜晚，他抓
紧研究图纸和查阅相关资料。 他亲
手编撰了一本 《污水处理各种故障
应急预案及操作手册》，其中详尽涵
盖了 39 个关于工艺运行和设施设

备的项目。 他大胆尝试利用白龙港
厂自有污泥就地驯化培养， 打破了
传统干污泥接种模式，仅用 10 天完
成 80 万吨污水处理设施生物处理
的调试任务， 比常规调试时间缩短
了 67%。最终仅用 3 个月时间，白龙
港污水处理厂扩建二期工程项目调

试成功，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一跃成
为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成为行
业中的标杆。

“黄晓俊污水处理技术劳模创
新工作室” 于 2018 年应运而生，迅
速成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和实现节

能减排目标的重要力量。 黄晓俊带
领团队对整个污水系统进行全方位

的升级和优化，包括设备、工艺和技
术等各个环节。

他和团队提出了超过 20 项的
创新成果和技术改进措施，如“刮泥
机断链保护装置”和“污水处理厂二
沉池排泥堰门装置”。这些改进不仅
使得原本不适应的设备得以顺利运

行， 也显著提升了设备的可靠性和
效率。 这些贡献直接或间接为企业
带来了约 2000 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职业新篇矢志治污前线
生活污水污泥处理量越来越

大， 而掌握处理污水污泥先进技术
和知识的职工青黄不接， 培养知识
型、 技能型和创新型的技术工人正
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

忙碌的工作之余， 黄晓俊亦肩
负起这一重任。他利用“劳模创新工
作室” 作为培训平台， 运用独特的
“三位一体”教学方法，已成功培养
出 5 名工程师、2 名技师以及 20 名
高级技工。 这一系列技术骨干有效
地缓解了行业的人才短缺。2019 年，
黄晓俊工作室的技术骨干在上海市

排水行业污水处理工职业技能竞赛

中勇夺前三。 他还积极编写专业培
训教材，助力整个行业的技能进步。

就在本月， 黄晓俊迎来了个人
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担任虹桥污水
处理厂副厂长一职。 在国家双碳战
略背景下， 这位现代化污染治理设
施运营企业的管理者将专注于污水

资源化利用和清洁能源使用等方面

的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向数字化、信
息化和智慧化转型。

“始终保有对工作的热忱和一颗
匠人之心， 期待通过我们的共同努
力， 为城市污水治理贡献更多力量，
使上海的天空更蓝，水域更清澈。”黄
晓俊说道。 ■劳动报记者 王海雯

上海工匠陈徐奇赋予传统技艺更多新意

陈徐奇正在进行编丝工艺的制作。。 ■■受访对象供图

黄晓俊在污水处理二沉池对自控系统进行研究。。 ■■受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