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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夫茶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有‘工’字旁

的功，一个是没有‘工’字旁的工，一个指加工
技艺，一个指冲泡技艺，加工很费事，冲泡也

很费时间很费力气，静下心来有闲工夫喝茶
是一件奢侈的事情……”1月 10日下午，全国

技术能手、国家一级茶艺师常静正在一边冲
泡潮州工夫茶，一边接受记者采访。茶席上，

装着龙眼炭的小炭炉正在煮着泉水。常静用

银勺舀取些许茶叶，放入白瓷青花盖碗中，注
入煮开的泉水，轻轻合上碗盖，垂手静候，再

注水入杯，沸水快速温烫品茗杯。

谈比赛
培养冠军比夺冠更欣慰
上个月，常静代表上海出征在广州举行

的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在国赛精选项

目———茶艺项目上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比赛通过择水选器与水温、茶水比、浸泡时间

等参数的科学设计与调控，充分展示茶的色、
香、味、形等性状，强调茶汤质量和泡茶过程

的完美结合。这次大赛也是对将于 2022年举

行的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进行选拔和培

养。而茶艺项目作为 2022年世技赛的展示项
目，将进行中国特色技能的展示，常静目前正
在等待进入世技赛的集训。

以前茶艺都是行业内赛，这次和所有行

业放在一起，变得更加重要。作为 2022年世

技赛的主办方，上海非常重视，全工种都参加
了，如果常静能够在茶艺项目上获得好名次，

上海就能够取得比赛积分，上海选手就能够
有机会到世技赛进行茶艺展示。36岁的常静

坦言压力非常大：“一般参赛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如果能够取得好成绩，职称上可以加一

级，而自己在行业里已执教三年，所有的职称

都已是最高级，这次参赛就是为了集体荣誉
而战。”

虽然没有取得冠军会有一丝遗憾，但常
静认为，“这次比赛为未来我们培养冠军打下

了基础，从个人角度出发，培养出冠军更欣慰
一点，我有信心能培养出来”。

谈茶艺
喝茶是相互交流和观照
“以前比赛更重视‘艺’，短时间让茶活灵

活现地展现在评委面前，未来的茶艺师更多

地能够帮助大家喝到一杯好茶，而不仅仅是
流于舞台上的表演。对茶艺师的综合素质都

有更高的要求。琴棋书画、空间美学、挂画插
花、文玩器具等都要有所涉猎。”

读大学期间，常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去茶区参与生产加工，了解当地人文历史；去
博物馆看和茶有关的器具、字画等。从 2008

年创业至今，她在茶这个行业已经坚持了 12

年，虽然中途也遇到过挫折，但她没有放弃，

始终在不断学习不断前进，“成功其实很简
单，每个点上都比别人付出多一点，别人走 10

步，你就走 11步，如此而已。”
常静认为，一位好的茶艺师能够知道茶

的优缺点，在思考后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茶品

的优点发挥出来，让这杯茶在固定的时间最
大限度地照顾到被饮者，喝茶的过程就是一

个互相交流和观照的过程。
说话间，常静已新制了一壶武夷山乌龙

茶，把记者的茶盏冲洗后斟上。饮上一口，暖
意润人，香韵悠长，让人忘记了窗外的严寒。

本报记者 屠瑜

    一年又一年，他横跨大半个中国，带着一

群又一群年轻人去沙漠治沙，为乡民找到致
富之路。日前，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 2019级硕士研究生刘智卓获评 2020年
“最美大学生”，他将热血与青春挥洒在西部

的沙漠，用行动践行理想。

坚韧“治沙人”

2016年的夏天，一列绿皮火车将刘智卓
带到了大漠深处。24小时的火车、6小时汽车

颠簸，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中的最后
一片绿洲———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终于到

达，刘智卓和沙漠的故事也开始了。
那一年，刘智卓和 9个大一的学生睡在

老乡家的地板上，没有治沙工具，就挨家挨户

去借，很多当地人都觉得这群从城里来的白
白净净的大学生是来闹着玩的。可是之后的

每个夏天，这群学生都会出现在沙漠里，在烈
日下扎麦草格子、沙柳障、种植梭梭树，战退

了 2000亩黄沙。
在自然的面前，人显得如此渺小，但面对

无边的大漠，这一群年轻人却用青春续写生
命的力量。“环境治理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的

事业，需要有很多人一起来完成。”刘智卓深
知，要将这件事“可持续”，才能真正治沙。因

此，从最早 10个人开始，绿格公益团队也建
立起来，一系列制度化工作的推进，令志愿者

发展到如今近 30多所高校 800人。这些年
来，他们共制作方格十万余个，固定黄沙

2000余亩，造林 3000余株。“交大林”开始在
大漠扎根，成为黄沙中的绿色生机。

扶贫“技术员”

除了让沙漠环境好起来，刘智卓还想让
乡民们富起来。在调研走访中，“肉苁蓉”进入

他的视野。这种高经济附加值的寄生植物，成

熟后可以作为药材出售。而宿主梭梭树，恰好
具有很好的固沙作用。
于是，刘智卓找专家输送技术扶贫，还制

作嫁接技术指导手册，手把手教农民种植，为

大漠送去肉苁蓉嫁接新技术，推动荒漠化生态
扶贫“嫁接模式”。经过努力，当地已经形成了

肉苁蓉 7000多亩、锁阳 1万多亩的种植规模。

“板扎”班主任
在结束本科学习后，刘智卓决定去洱海

支教，负责 7个班的数学、生物等课程，服务

期内共授 612个课时。他特别希望乡村的孩
子能因知识改变命运，所以他认真对待每一

节课，力求把更多的知识传递给学生。
班级曾有位学生没来报到，刘智卓了解

到那个孩子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母亲身患

重病加上弟弟出了意外，多重打击让这个学
生认为，读书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于是，刘智

卓寻求社会爱心人士为这个家庭提供帮助。
一番劝说和努力，学生终于做出继续学业的

决定。因为这些事，刘智卓被当地人深情地称
为“板扎老师”。

“板扎”意思是“靠谱、能干”。这个称谓，
既让刘智卓感动，也让他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此后，他和支教团的队友还一同建立了“啟源
未来”基金会，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饿过肚子，吃过夹生饭，淋过沙漠冰雨，

却也看过最美的漫天繁星；扎草植树，下地干

活，也被乡民淳朴真挚的感谢暖过心；执教讲
台，传道授业，点亮孩子们眼中的光……不管

是坚韧“治沙人”，还是基层“技术员”，抑或
“板扎”班主任，刘智卓服务基层、青春报国的

奋斗底色一直没有改变。他就像一棵梭梭树，
紧紧地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

为洱海治理作出巨大贡献的孔海南老师

曾说：“将个人的发展同祖国的发展、祖国的需
求结合起来，不后悔。”刘智卓特别认同，他

说：“西部岁月让我感受到知识和技术的力
量，也让我意识到环境事业需要长久坚持，久

久为功。孔海南老师这句话就像人生指南，引
导我把个人的发展奉献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目前，刘智卓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支
教，回归科研生活。与此同时，他带领的绿格

扶贫创业项目在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
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全国金奖，在第六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全
国银奖。

本报记者 易蓉 实习生 陈晓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左

妍）1月 6日，复旦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90 后”在读医学

博士生王一休，在青岛市西
海岸新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陪同下，赴济南进行造血
干细胞捐献。他昨天正式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他也成

为 2021年山东省首例、青岛
市第 102例非血缘关系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正因为他的
这份爱心，一位儿童白血病

患者将因他的捐献而重获生
的希望。

“我同意捐献！”2020年
5月，当这位 1992年出生的

小伙子接到了红十字会打来
的电话：他的造血干细胞与

一位患者初配成功，需要征
询捐献意愿时，他毫不犹豫

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王一休积极配合

红会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
配型高分辨和捐献前体检等

流程，为后续的正式捐献做
好准备。根据受捐者的手术

安排时间，1 月 11 日上午，
王一休正式进行造血干细胞

捐献。
由于骨髓捐献者与被捐

献者双方身份是互相保密
的，王一休只知道被捐献者

是一个白血病患儿。前几日，

王一休收到了红十字会转交
的那位白血病小患儿的一封

来信。信中，这位患儿写道：
“您的一份爱心，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让我可以摆脱病痛
的折磨，我又可以拉起我心

爱的小提琴了……”王一休表示，“现在我是

一名医学生，身上的白衣意味着我的责任和
使命。”他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学好医术，

实现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通过专业知
识挽救更多的生命。

他说，在 2018年自己的母亲遭遇了车
祸，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

平日里无论是献血还是加入中华骨髓库，都

可能是在为挽救一个生命做好的准备，而这
一切都是对世间美好的期许。

展示色香味形 工夫茶见“功夫”
———记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茶艺项目银牌获得者、上海茶艺师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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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小伙伴到西部固沙 余亩
上海交大学子刘智卓获评全国最美大学生

■ 刘智卓带领青年学子在大漠深处治沙 上海交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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