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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路上带头人共富路上带头人 张启德
高级技师，浙菜金牌大师，景

宁县职业高级中学培训中心主任，
畲 乡 小 吃 技 能 大 师 工 作 室 领 办
人。曾获评浙江省百千万优秀技
能人才、丽水市首席技师、丽水市
十佳高技能培训优秀导师。

“我的目标就是炒菜也要炒出最大
的价值。”坐在景宁首家畲乡小吃样板店
里，浙菜金牌大师张启德熟络地点了几
个特色菜，和记者说起他的座右铭。

教师、厨师、技能大师，出生于1978
年的张启德顶着不少头衔。作为一个地
道的景宁县英川镇人，他挖掘家乡的特色
味道，帮助畲乡小吃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在教书育人、桃李满园的同时，他把视线
投向广阔的农村，整合各方资源输送到村
民家门口，帮助更多人增收致富。

做菜不只考验个人能力

一手用毛巾裹住湿滑的鳗鱼，一手
利落地切出雪白的鱼片，“不拿毛巾按住
还真不好切。”在景宁职业高级中学烹饪
实训中心，张启德身旁围着四五个学生，
他正耐心讲解着制作方法以及注意事
项。“晚上有一场宴席考试的模拟考，我
请了一些厨艺专家，来鉴定一下学生们
的学习成果。”张启德边说边低头把片好
的鱼肉摞得整整齐齐，把随后的工作交
代给一旁已经成为烹饪专业教师的徒弟
戴晓飞，这才转身去后面的水池洗手。

“张老师对工作非常严格，记得有一
次我和他一起参加一场厨艺比赛，单单
切姜丝一项，他每天都要连续练好几个
小时。”戴晓飞告诉记者。

“一个厨师能把菜做好，靠的不只是
自己的能力。”张启德在操作台边转悠，
看着学生们热火朝天地备菜。“烹饪专业
的考核 6 人一组，其中包括一位带教老
师，他们要独立完成一桌宴席考试，这既
考验厨艺，又考验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说起教学，张启德就打开了话匣
子。他不仅随时掌握学生的上课进度，
还为他们带来了不少校外资源。

说着，张启德带记者走进他平时上
课的教室。一排排整齐的操作桌上，摆
放着各式砧板，左侧一排类似小吃档口
的小隔间吸引了记者的眼球，独具畲乡
风味的木质装饰下挂着一块块牌匾，依

次写着“畲乡十小碟”“畲乡十药膳”“畲
家十大碗”“英川粉皮铺”“千峡鱼丸汤”

“茭心包子铺”等。见记者好奇，张启德
指着档口说：“一个档口学一类菜，学生
们上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

除了以兴趣为导向、因材施教外，张
启德还把教学眼光瞄向了跨专业融合，
由烹饪专业和电商专业的学生联合，在
空闲时间进行一场场农产品直播。不仅
如此，张启德自己还在直播镜头前介绍
起畲乡粉皮的制作方法：“畲乡粉皮可以
配各种各样的汤料来吃，大家可以按自
己的口味配料。”一边说，一边把调好的

米浆摊到纱布上，在镜头前展示起一张
张新鲜出炉的粉皮。有了他的示范，学
生们也在镜头前表现得有声有色，张启
德脸上掩不住的满意和自豪，连连称赞：

“还是年轻人厉害！”线上推广不仅给畲
乡小吃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且让学生
们的综合能力在产教融合中得到了提
升。

不要只做菜，更要挖
掘文化

张启德带着记者走出景宁县职业高

级中学时，正值学生下课，喧闹的路上，
不少学生热情地向他问好。穿过热闹的
县城街道，张启德的脚步停在畲乡小吃
样板店门口，除了作为小吃店之外，这里
也是畲乡小吃技能大师工作室。

为全域培育畲乡小吃的“舌尖经
济”，景宁开出了首家畲乡小吃样板店，
政府出资，张启德提供技术支持，探索新
经营模式，让小店成为景宁小吃行业的
代表和网红打卡地。“哎呀，这个菜单总
是被拨乱。”一进店，张启德快步走到墙
上挂着的木质菜单面前，把每块木牌间
的距离都仔细安置到一样才收手。记者

注意到，一个个包厢装修得古朴素雅，独
具畲家风味。

“一般都是我带着几个技能大师先
研发菜品，然后拿到店里来卖，再根据顾
客的反馈调整。”张启德说道。挖掘、传
承、研发、推广，借着样板店的平台，张启
德和团队创新动力十足。“畲乡十小碟”

“畲家十大碗”⋯⋯一道道特色美食就这
样陆续被端上桌。

张启德致力于各类菜品开发研究。
2016年开始，他在原有的传统菜品基础
上进行改良创新，打造出一批特色品牌
畲家菜肴。他创新推出的田螺炒饭、猪
脚焖田螺等新品已走向市场，他还促成
畲乡小吃星级示范店突破20家，增加就
业岗位 300 余个。在他的创新策划下，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畲乡美食找到
了更大的舞台。

“他教给我的不只是厨艺，还有饮
食文化和经营理念。”作为技能大师工
作室的成员，叶军和张启德早在 2014
年就已认识。如今，叶军的“畲乡梅记”
生意火爆，面积也扩张到原来的两倍大
小。“我一开始做千峡湖鱼头，里面的鱼
丸比较粗糙，始终找不到方法改进。”说
起张启德，叶军满心钦佩，“张老师热
情又耐心，手把手教我配方和手法，现
在我们店里的鱼丸饱满圆润，很受客
人欢迎。”

工作室成员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就
会聚在一起，共同点评最近研发的新菜。

“以前店里主推的东西比较杂乱，自从推
出‘畲家十大碗’这些品牌以后，店里的菜
品更有文化特色。”叶军说，张启德时常
跟他们强调做菜的理念——不要只做
菜，更要挖掘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

只要想学，他就会教

“除了在校学生的教学，社会培训也
是一片广阔的空间。”说到学校和工作室
以外的工作，张启德的嗓音又高了起来，

“校内的学生我带了上千人，而校外的学
员估计有两三万了。”

在张启德的培训教室里，有热情满
满的创业青年，还有想要提升厨艺的普
通家庭妇女，甚至有满头银发的老年
人。“我们的培训方式非常多样，目标就
是应培尽培，只要想学，我们就教。”成立
畲乡小吃技能大师工作室后，张启德设
置了 130 余种培训岗位，开展烹饪公益
技能教学，参与人数万余人次，培养高技
能人才560余人。

除了推广畲家传统小吃外，身为景
宁县高级人才联合会技能专委会会长，
张启德还带着联合会的成员们开设了

“大师公益课堂”，“今年已经开了 6 期
了，线上线下都有，一次就学一个单项，
时间灵活，投入成本也小。”

除了公益讲座形式的集中授课之
外，张启德还整合起手里掌握的各类专
家资源，送教上门、送艺入企、送技进村，
给景宁大大小小的企业、社区以及乡村
带去了技术培训和公益帮扶。

“我们每隔一两个月就会聚到一起，
讨论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张会长会
积极帮忙联系相关产业的专家来帮忙。”
技能专委会秘书长吴道卫告诉记者，“他
很认真，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高级
人才联合会技能专委会由来自各个工种
的技能人才组成，哪个领域遇到了困难，
大家就在张启德牵头下整合手头的资
源，提供技术帮扶。从炒好一盘菜，到帮
好一方人，张启德正在书写着畲家美食
的故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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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窄檐帽，身穿迷彩服，一手望远镜，
一手长焦相机。采访当天，记者见到陈严
雪时，他正蹲伏在草丛中，聚精会神地观
察着不远处刚刚迁徙而来的黑脸琵鹭。

“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物种，对生态
环境要求很高，全国各地都很少见，不过
它们却是漩门湾湿地公园的‘常客’。”陈
严雪压低声音兴奋地说。伴随着相机的
快门声，黑脸琵鹭在水间嬉戏的画面被
记录在镜头里。

85 后陈严雪是玉环漩门湾国家湿
地公园科普宣教科工作人员，也是这片
湿地唯一的候鸟监测员。每天他都要扛
着 10 多斤重的设备，在公园里巡查，观
察候鸟动向，湿地深处的每一个滩涂、每
一片芦苇荡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辛苦单调的工作，陈严雪却乐此不
疲。8年时间，陈严雪已经与上百种鸟类

“面对面”，为湿地科普积累了上万张照片。

每次在湿地发现一种
鸟类新记录，都是他工作中
的高光时刻

从黄嘴白鹭繁殖点往回走的路上，
经过一处河塘湿地，这里聚集着数十只
鸟儿，它们有的停驻在岸边嬉戏，有的飞
翔在湖面上觅食，叽叽喳喳吵个不停。
陈严雪停下脚步，让我们稍等片刻。

“这是黑翅长脚鹬，有着细长鸟喙，
腿是红色的，颈背具有黑色斑块⋯⋯”陈
严雪举着望远镜，来回调整角度，不一会
就分辨出了鸟儿的种类。别看他现在对
鸟儿如数家珍，2014 年刚入职时，他却
是个门外汉。

“当时，湿地里关于鸟类的介绍只有

文字没有配图，我对鸟类知识也一窍不
通。”本着对一份职业的尊重，陈严雪他
自掏腰包，花了 4 万多元买了相机和鸟
类图谱，每天下班以后就对着图谱比照
拍到的照片和视频。

“现在应该能认出300多种鸟类，玉
环辖区内拍到过的鸟类我基本都能辨认
出来。”日积月累中，陈严雪俨然成了“行
走的鸟类百科全书”。

最开始，陈严雪给候鸟拍照只是为
了学习，以便更快掌握鸟类知识，却在无
意间把摄影发展成了爱好。“到现在还记
得拍到黑脸琵鹭时内心的激动，那是我
第一次拍到这么珍贵的鸟类，从那以后
我就爱上了观鸟拍鸟。”陈严雪回忆道。

黑脸琵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全球仅有 6000 多只，被称为鸟中的

“大熊猫”。2012年，漩门湾湿地首次发
现黑脸琵鹭，但没有高清照片存档。陈
严雪意外拍到黑脸琵鹭的照片后，通过
仔细比对图谱，才确认了它的“身份”。

“每次在湿地发现一种鸟类新记录，
都是我工作中的高光时刻。”陈严雪说，

当春秋候鸟迁徙之际，他都会打起十二
分精神，细细辨认湖面上的每一只鸟，生
怕错过任何一位“惊喜来客”。

有些鸟类的区别非常细微，不仔细
看根本无法辨认。陈严雪为了拍到高清
照片，常常搭着帐篷，整天守在湿地里。

“拍一张照片蹲点两三个小时都是常有
的事，有时候为了拍到满意的照片连着
在一个地方蹲守了十几天。”陈严雪说。

早上 7 时他都会扛着
“长枪短炮”，水陆兼程巡查
一圈

回到漩门湾湿地公园科普馆已是上
午 10 时，陈严雪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
而他的日常巡护工作还没有结束。

“一般我会从分水山经过漩门二期
塘坝到小青岛，再从湿地内部道路绕回
到科普馆的码头，最后开船出去在玉环
湖上巡查一番。”这是陈严雪为自己精心
设计的监测线路，不仅能最大程度观测
到湿地里的候鸟，还可以保持不远不近
的距离，不打扰它们的生活。

漩门湾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 31.48
平方公里，其中浅海滩涂7.06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16.7平方公里。这也意味着，陈
严雪必须水陆兼程。早上7时，他都会准
时扛着“长枪短炮”，沿着这条路线巡查一
圈，一趟至少要两个小时，风雨无阻。作
为鸟类监测员，陈严雪的另一项工作是

对栖息在湿地的鸟类进行疫源疫病监
测。“一方面要记录鸟的品种和数量，另
一方面要观察它们的健康状况。”陈严雪
介绍，鸟类疫源疫病监测是一项全国性
的工作，其数据将直接录入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网系统，为全国候鸟的
疫源疫病防控工作提供数据参考。

10 月底候鸟开始大规模迁徙，陈严
雪便会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漩门湾是候鸟迁徙的驿站，每年 10
月底至次年 4 月都有数万只候鸟飞抵，
更有许多珍贵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在湿
地里歇脚。每到这个时间点，陈严雪在
户外的工作时长也随之增加，他整天蹲
守在湿地里，试图在成千上万的鸟儿中
找到最独特的那些。

去年 4 月，陈严雪在监测时发现一
群红颈滨鹬中混进了一只勺嘴鹬，它是
极度濒危物种，全球不到 500 只。陈严
雪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难掩内心的激
动，他立刻联系湿地管理人员，着手为勺
嘴鹬营造一个安全的停歇觅食补充地，
并与相关的勺嘴鹬迁徙研究机构联系，
上报它的行踪。

当发现这只鸟儿脚上戴着编码为浅
绿34的环志时，陈严雪被告知它还有一
位环志编码为浅绿29的雄性伴侣。为把
另一只鸟儿找出来，他带着设备和帐篷，
在湿地蹲守了整整一个星期。“虽然最后
没有找到浅绿29号勺嘴鹬，但拍到了另
一只没有环志的勺嘴鹬，辛苦没有白费！”

每日忙碌，只为鸟儿生
活得更舒适

在同事眼里，陈严雪像鸟儿的保姆。

这个个子不高、平时话很少的人，一提到鸟
儿便滔滔不绝。他每天都会整理上报监测
到的鸟类情况，也会提出建议，比如及时清
理淤泥、维护生活环境、保证食物链等，让
鸟儿在漩门湾湿地生活得更舒适。

“这群斑嘴鸭去年10月在这里越冬
后，就没有飞离，而是留下来生活繁殖，
这非常难得。”因为无法靠近湖中心的绿
岛保育区，陈严雪带我们来到了监控室，
从屏幕中认识湿地里的新住户。

自从斑嘴鸭“落户”漩门湾湿地后，
陈严雪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到了它们身
上，一有时间就盯着监控视频看。“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它们在这里住得舒
心，如果周边‘邻居’太多，还要适当投料
喂食，不能把它们饿跑了。”陈严雪说。

随着漩门湾湿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这里的“访客”也越来越多。“2012年
的时候监测到的只有 125 种，现在已经
增加到 256 种，像东方白鹳、黑脸琵鹭、
卷羽鹈鹕等‘稀客’越来越多，有的停留
时间达6个月。”

与之同时，陈严雪感觉自己身上的
担子更重了。本来，他只是单纯做观鸟
记录的“观鸟人”，如今，他还要做鸟类研
究、迁徙候鸟保护、候鸟栖息地管护并参
与鸟类环志、全球鸟类同步调查，为保护
湿地生物多样性出谋划策，他撰写的《科
学保护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文
章，更是为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
了决策参考。

在空闲的时候，陈严雪还会在湿地
科普馆当讲解员。他说：“想尽自己的力
量提高公众的护鸟爱鸟意识，吸引更多
人加入到‘护鸟人’的行列，让漩门湾湿
地真正成为候鸟的乐园。”

玉环候鸟监测员陈严雪被称为玉环候鸟监测员陈严雪被称为

行走的鸟类百科全书行走的鸟类百科全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罗亚妮罗亚妮 共享联盟共享联盟··玉环玉环 曹思思曹思思

张启德张启德（（右一右一））
进行烹饪公益进行烹饪公益
技能教学技能教学。。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畲乡特色小食 受访者供图

陈严雪正在拍摄鸟类陈严雪正在拍摄鸟类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黑脸琵鹭黑脸琵鹭 陈严雪陈严雪 摄摄

反嘴鹬反嘴鹬 陈严雪陈严雪 摄摄

鸳鸯 陈严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