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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沿着弯曲的水泥路，
聆听道路两旁树叶在微风中拍打着
冬日的旋律，转个弯，记者便到了符
日兰的“制陶基地”。在只有顶棚的

“基地”里，符日兰正坐在小板凳上揉
着泥团，“这里有药壶、茶壶、酒缸、水
缸、蒸笼……”符日兰指着身后靠墙
一侧堆满的大大小小的陶器，向记者
介绍。

与陶泥结下不解之缘

三亚天涯区黑土村委会布曲村一
带干旱少雨，大片的土地寸草不生，
种植庄稼是一种奢望。庆幸的是，村
里的土非常适合做陶器，成为布曲村
祖辈赖以生存的特殊“粮食”。

“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和祖母
学习制陶了。”符日兰说，当时该村是
三亚最干旱的地区，全村人都很穷，
没有饭吃，只能做陶器换一些粮食。
家里 7 个孩子等着吃饭，排行老大的
她上了小学二年级就不得不辍学回
家，帮父母做农活和照顾弟弟妹妹。
看着祖母和妈妈做陶器，从小耳濡目
染的她与陶泥结下了不解之缘。

心灵手巧的符日兰常常因为做的
陶器比别人精致，受到赞赏，因此也
能换回更多的粮食。她说：“我们做
的陶器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锅碗瓢盆。年幼的我常常跟着祖母，
将制好的陶器挑到很远的地方去换
粮食，有时到林旺、育才，甚至到藤桥
和保亭去，光着脚行走，有时候要走
两天两夜，晚上就在路边睡觉。”

现在评判一个女人的能干，常用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来形容。
而在工业不发达的年代，农村女人会
织筒裙、会制陶器，则成为“贤惠”的
代名词。年轻时因为有精湛的制陶
技术以及织锦技术，前来提亲的人踏
破了符日兰家的门槛。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月带
走了她的青丝和美丽容颜，却无法淡
化她对黎陶的热爱与坚持，也练就了
她更精湛的制陶技艺。符日兰已经
记不清自己捏过多少个黎陶了，在她
的 记 忆 里 ，没 有 什 么 容 器 是 不 能 捏
的。年轻的时候，符日兰喜欢在容器
上雕刻各种各样的图案，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只要经过她的手，都能烙
印在黎陶上，而雕刻这些图案，符日
兰只用一个竹片就能完成。“现在老
了，眼睛花了，雕不了图案了。”符日
兰口气中带着些许无奈和不舍。

制陶至少有十四道工序

当谈及如何制作黎陶，符日兰表
现得兴奋起来，她走向角落的一个用

塑料袋遮盖的桶，掀开塑料袋，满满
一桶泥巴呈现在记者眼前。

符日兰说，这是已经“腌制”了几
天的泥巴，“腌制”越久泥土的黏性越
好 ，更 能 制 出 好 的 陶 器 。 而 在 此 之
前，要经过采土、晒土、捣碎、筛选、和
水、揉泥和槌打七道工序，每一道工
序都十分讲究。符日兰对制陶用的
泥土格外“挑剔”，还专门到青龙山脚
下挖回纯正的黄土，晒上几天，然后
用筛子进行 3 次左右筛选，才把泥土
放进桶里“腌制”。

“要把泥土捣得更碎，把土再筛选
得更细一点。”对制陶，符日兰总是很
严格，不仅对自己有要求，对来学习
的“学生们”同样如此。“制陶看起来
很简单，但要真正做好就不是那么简
单的事了，和师傅的手艺比起来，我
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已经跟
符日兰学习了 7 年制陶技艺的符秋莲
说，当初看师傅制陶的时候觉得挺简
单的，但自己真正上手去做，发现并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在“基地”角落里，整齐摆放着一
些形状不一，歪歪扭扭的小的陶碗、
茶杯等陶器，甚至还有不成型、有裂
痕的黎陶。“这是前几天，小学生过来
做的，虽然不太好，但是他们有兴趣
就很好了。”符日兰露出欣慰的笑容。

尽管已过古稀之年，符日兰的双
手依旧很灵活，捏泥、揉搓、拍打……
一双满是摺皱的双手在制陶中游刃
有余。她告诉记者，首先像揉面团一

样把泥捏成一团，将泥团反复揉搓，
用手掌反复拍打，这样泥团看起来均
匀光滑，做成的陶器外观才更好看。

贝壳、竹片、小木板是符日兰制陶
的必备行头，除了用来做雕花，还用
来磨匀陶器的表面。而做陶器的步
骤 ，符 日 兰 早 已 烂 熟 于 心 ，揉 团 、捏
条、盘绕、捏牢、刮平、抹平外壁……
每一个步骤，都严谨细心，容不得半
分瑕疵。在重复四次左右的盘绕、捏
紧、抹平后，一个陶坯的雏形就展现
在记者眼前。符日兰告诉记者，做一
个黎陶要经过至少十四道工序，但这
还没有结束，要晒上 5-6 天才能烧制。

火候控制最见功力

在布曲村，制陶技艺有传女不传
男的习俗。生存给了人们不同的分
工，男人们出去干粗活，女人则在家
里做细活——制陶器、织黎锦。“在烧
制陶器的时候，男人只能做一个旁观
者，不得靠近。”符日兰说。

在黎陶堆烧之前，符日兰要举行
一场特殊的仪式。在空旷地上搭起
木柴架，铺以木柴，再盖上砍得细细
的椰子壳，然后把陶坯倒扣放在柴堆
上。同时，把一个烧制好、完好无损
的陶器作为引子放在上面。点火之

后，符日兰左手拿着装着水的陶碗，
右手拿着树叶，绕着火堆走三圈，用
树叶点水撒出去。她说：“这是我们
制陶上千年来的固有仪式，祈求神灵
保佑我们制陶顺顺利利，烧出完美形
状的陶瓷。”

千度成陶，过火则老，老不美观，
欠火则稚，稚少土气。“烧制陶器最重
要的环节，就是对火候把控。”符日兰
说，堆烧前期要不断添置材火，能达
到 800 摄氏度以上最好。温度越高烧
出的陶器色泽鲜亮透红，能敲出响亮
的声音，温度不够则反之。当柴堆烧
到 三 分 之 二 ，木 柴 变 成 通 红 的 火 炭
时，要不断往火堆上添加椰子壳。“要
注意看火焰的颜色，呈红色偏橙色最
好，火焰要刚刚没过陶器最好，火力
要集中，达不到一定温度烧出来的陶
器质量差，成品率低。”在烧制时，她
不忘和身边的徒弟们讲解要点。“对
火候的把控还把握得不够好，和师傅
比起来我们的手法还是比较稚嫩，同
样 的 陶 器 做 出 来 还 是 没 有 师 傅 的
好。”在符秋莲的眼里，师傅是传奇般
的存在，想要赶上师傅的手艺还需要
很长的路要走，从筛土、塑型、画工到
烧制，每一个环节都疏忽不得。

学习制陶最怕没耐心

“母亲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
泥陶，像宝贝一样。”符日兰二儿子董
祥征说，长期和泥土打交道，母亲的
手显得格外粗糙，而对制陶的热枕却
从未减退。母亲的手艺都是经过长
年累月练就出来的，在制陶的各个环
节中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符日兰认为，制陶不仅需要缘分，
很多时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才能出更好的作品。“很多人一开始
怀着好奇心来学习，后来没有了耐心
一个个都走了，能留下来的不多，做
得好的就更少了。”符日兰说。

“现在，我已经有了四个传承人
了，但还是不够，平时有空的时候，还
要到学校里去教孩子们制陶技术。”
头发泛着银白色的符日兰对记者说，
学生们现在都小，让他们喜欢上制陶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只是希望他们能
知道这项古老的技艺，在他们心中种
下萌芽。

2010 年至今，符日兰多次参加省
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动，为弘
扬黎族传统制陶工艺奉献力量，并被
评为三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
承人”。

如今，年逾古稀的她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制陶工
艺 ，让 黎 族 的 传 统 技 艺 继 续 传 承 下
去。

每一件为人类带来美好体验的产品，背后一定有一个或一群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匠人”。他们挚爱业务、默默无闻，不怕苦不畏难，不好高骛
远、不轻言放弃，用寂寞的坚守换来技能的高超和文化的传承。在三亚，同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高超的技能，或守护着大国重器的深海装备，或传
承着黎锦苗绣的传统文化；或精于根雕，或巧于制陶；或修补渔船、创新素斋、致力园林……他们在城市的角落忙碌着，却一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本
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三亚工匠，并以此为窗口，帮助读者了解三亚的独特文化元素。

本报讯（见习记者 许润 记者 邓
铭瑶）近日，海南省科技厅官网发布了

《关于海南一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32 家企业通过 2017 年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通知》，公示了海南省 2017 年通
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三亚市
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亚信投公司”）荣获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数据
建设发展，提出要把海南建成数据岛、
数字岛、智慧岛、智能岛。市委、市政府
提出三亚在大数据建设方面有较好的
基础优势，应在全省争当大数据建设排
头兵。三亚信投公司作为三亚唯一一
家信息化国有企业，负责三亚市大数据
中心项目、农业扶贫及农业大数据平台
项目、工商行业市场监管服务平台项

目、全域旅游监管服务平台项目、政务
网项目和 i-Sanya 项目等重大信息化项
目，在推动全市信息产业发展、互联网
大数据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
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据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
高、标准严、耗时长且涉及面广，其资
格认定书是中国科技企业最高荣誉
之一，是对一家公司科研实力最权威

的肯定。三亚信投公司自 2014 年 5 月
成立以来，就将“高新技术企业”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不断创新，苦练
内功，在科技投入和自主创新上下功
夫，创建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多渠道
引进优秀高新技术人才，斥巨资引入
先进研发设施和设备，为企业发展注
入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三亚信投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创

新永不停步。三亚信投公司将以此为
契机，把创新作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
大科研投入力度，调动研发人员积极
性，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释放创新创业
活力，不断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
理创新，并将创新应用在智慧城市建
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旅游解决
方案及运营中，为三亚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建设智慧城市发挥应有的作用。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三亚信投公司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一年一
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帷幕，为切实做好
春运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日前，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召开“心怀责任·勇于
担当”2018 年春运动员誓师大会。凤
凰机场与飞航地服三亚分公司干部
员工代表 240 余人参会。

大会分别传达了国务院安委办、
民航局、海航现代物流安委办关于春
运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要求，并
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2018 年春运保
障工作进行部署。凤凰机场总裁王
宏就 2018 年春运保障工作发表动员
讲话。随后，各生产部门的干部员工
代表分别上台宣誓，表达了对于圆满
完成 2018 年春运保障工作高昂的斗
志和充足的信心，也坚定了三亚机场
全员保安全、促服务、创品牌的决心。

凤凰机场地服公司
服务优质赢荣誉

凤凰机场举行
春运动员誓师大会

本报讯（记者胡拥军 通讯员唐
霖）近期，凤凰机场地服公司——飞
航地服三亚分公司旅客服务部服务
室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上海吉
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的“最佳服
务团队”荣誉奖杯，这份荣誉是对飞
航地服三亚分公司服务品质的高度
肯定。

据悉，自 2017 年以来，飞航地服
三亚分公司服务室先后参加了吉祥航
空、港龙航空、捷星航空等多家航空公
司的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提升服务专
业度，同时对登机口登机服务进行优
化，旅客服务人员在登机前就采取分
流旅客、查找特殊旅客、主动引导旅客
倒序登机、倡导“军人依法优先登机”
等举措，方便了特殊旅客登机，大幅度
缩减了现场登机保障时间。

飞航地服三亚分公司服务室以
用户满意最大化为目标，在服务品质
上不断精益求精，集思广益，群策群
力，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新策略和
新措施来丰富服务内涵，提高旅客满
意度和社会认同度。为促进员工业
务技能的精进，通过开展“业务比武”

“头脑风暴”等多样化的培训形式，提
升员工的业务及应急处置能力，并整
合现有资源，提出了“不正常航班咨
询柜台”“延误餐代金券”等多项创新
举措，便于在不正常航班现场保障过
程中可更加安全迅速地完成旅客安
置工作。

据统计，去年飞航地服三亚分公
司服务室在特殊旅客服务和不正常
航 班 保 障 两 方 面 的 成 绩 尤 为 突 出 。
全年累计保障无人陪伴旅客 5820 人、
轮 椅 旅 客 20899 人 、特 殊 关 照 旅 客
1192 人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51% 、
20.39%、7.19%；全年累计安排入住酒
店航班达 1064 班次，配发餐食航班达
1925 班次。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花安晨） 近日，三亚绿涯社会工作服
务社携手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居委
会、三亚异地养老协会金鸡岭分会的

“候鸟”志愿者，为部分行动不便的高
龄老人进行上门义剪。

三亚绿涯社会工作服务社负责
人告诉三亚日报记者，他们获悉金鸡
岭社区部分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有
理发的需求后，便联系三亚异地养老
协会金鸡岭分会的“候鸟”志愿者。

“听了三亚绿涯社会工作服务社的工
作人员介绍，这些老人年龄偏大，行
动不便，平时很少理发。今天就想借
这个机会上门为他们剪一次发，尽尽
我们的心意。”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候
鸟”志愿者对记者说，今后如有需要，
他们还会经常来为老人们进行义务
理发。

三亚日报记者看到，每个老人在
理完发后都对自己的新形象特别满
意 ，向 志 愿 者 竖 起 了 大 拇 指 连 连 称
赞。志愿者在为老人理发的过程中，
还会主动与老人聊家常，一起探讨健
康养生常识。其中一位冯奶奶今年
86 岁了，因腿脚不便，平时的活动范
围就是家门口的几十米内，对志愿者
上门为自己理发表示很开心。冯奶
奶希望社工以后多组织类似的活动，
帮助其他老人们解决实际困难。

“候鸟”志愿者
进社区为老人义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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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日兰制作的黎族陶艺作品“花瓶”陶胚。 符日兰坚守黎族原始制陶技艺 70 年。

黎族制陶
技术有着源远流长

的历史，大约始于新石器时
代，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观赏价值，其

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
中。作为黎陶发源地之一的三亚市天涯区黑土村委会布曲

村，经过千年的变迁，如今掌握黎陶技术的人寥寥无几。现年75岁
的符日兰老人从六七岁时就开始学习制陶，如今是黎陶技艺的非物质遗产文化

传承人。她日日夜夜守护着山脚下的泥巴园，将黎陶技艺传承下来，在苍茫大地与苍翠
山林间，传承着千年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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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用竹片和贝壳作为工具，由纯手工制作而成。

符日兰正在用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制作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