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赵彦锋） 近日，记者从市委宣传部

了解到，经过层层评选，中国汝瓷小镇徽标（LOGO）征集活

动圆满落下帷幕。

据悉，为保证中国汝瓷小镇徽标（LOGO）设计征集活

动的顺利进行，市委宣传部通过《大河报汝州新闻》、大河

网、映象网、《今日汝州》报、汝州新闻网、汝州城事等主流媒

体及微信公众号发布《面向全国 4万元征集中国汝瓷小镇

徽标（LOGO）》的公告，按照公告相关要求，共收到作品 211

件，其中有效创意作品 189件，涵盖全国 27个省、市、自治

区。经过初选、初评、大众投票、专家评审，最终 13件优秀作

品脱颖而出，现将作品予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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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汝瓷小镇徽标（LOGO）征集作品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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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营企业实行体制改革，县以下国有企业由国营向个体承包、租赁、股份、合资等多种形式过渡，

以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汝州市先后共建民营或个体汝瓷企业 70余家，且发展良好，成为地方经济的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汝窑遗址及遗

物屡遭破坏和掠夺。20世纪

30年代，日本人原田玄讷先

后三次到临汝县（今汝州市）

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实物资

料，认为“俗称的北方青

瓷———丽水窑”就是汝窑。窃

国大盗袁世凯和国民党反动

政府对汝窑也进行了无序挖

掘。尤其 1937年，日本占领

汝州后更是进行了掠夺性盗

掘，用汽车拉走古汝瓷产品

和瓷片无数，引发了民间盗

挖不断，尽管当时政府也进

行了保护，抓捕了部分盗掘

者，但仍然给汝窑遗址造成

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临汝县城自古为汝州的

州衙所在地，人口众多，商业

繁荣，以东西长街和南门里

街最为繁华，街面上有多家

经营汝瓷的商店，较为兴盛

的有王发汤的王家瓷器店，

桂老三和周凤祥开的瓷器

店。他们都集中在南门口西

路北。其中周凤祥经营灵活，

他从景德镇、潮州等地进来

瓷器，和汝瓷一起销售，影响

很大。为获取高额利润，周凤

祥还在自家院内建造了土

窑，从文物贩子手中收集瓷

片，用土法加工成汝瓷挂彩

（以棉油灯，俗称老鳖灯点

燃，用铁管吹到放了着色剂

的古汝瓷瓷片上，瓷片即呈

红色斑块，称汝瓷挂彩），在

市场上大受欢迎，常常以高

价出卖，引起关注。

复兴汝瓷厂创建人为李

照光，汝南（区）大李庄人。

1910年出生，家境较为富裕，

幼读私塾，文人从政，在社会

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家离严

和店汝瓷遗址仅三华里之

隔。在当时社会提倡振兴民

族工业的大环境下，他萌生

了弃政归隐，兴办实业，复兴

汝瓷的念头。李照光利用当

时的政治影响和亲友关系，

四处奔忙，发动集资入股，其

对象一是殷实富户；二是城

镇商家；三是一般群众。每股

现大洋 100元（当时纸币和

银元平兑），参股者上不封

顶，下不破股（可自行商议数

家合为一股），入股人各持股

东证书，按时分红，并召开股

东大会，推选理事会成员，制

定章程和实施细则。第一个

民间集资的股份制经济实

体———复兴汝瓷厂于 1938年

成立。

瓷厂选址定在严和店下

寺庙院，聘请陈玉昆为领东

掌柜，苗绍华为技术总监，并

从禹县神垕聘请了一批工匠

艺人。苗绍华为河南禹州人，

不仅精通钧瓷工艺，同时对

中国古陶瓷研究和制作也是

内行，在他的带领下，复兴汝

瓷厂从建窑、建作坊、搞设备

一步步发展起来。在汝瓷研

究方面，其总体思路是：“借

鉴钧瓷，研发汝瓷”，但因汝

瓷失传年久，一时难以成功。

故又提出“以粗瓷（生活瓷）

养细瓷（汝瓷）”同步发展的

思路。民国三十年（1941

年），汝瓷发展获得突破性进

展，终于烧制出汝瓷豆绿釉

产品，并于临汝县民众教育

馆展出。展出产品虽然技术

很粗糙，与古汝瓷相差甚远，

但仍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

1944 年李照光去世，李

绍初接管瓷厂后，汝瓷的研

制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复

兴汝瓷厂不仅为汝瓷的恢复

研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

且也培养了郭遂、郭东方、张

白留、刘双有、陈遂成、宋福、

渠福庆等一批技术研发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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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汝州市汝瓷一厂

该厂前身是民国初期临汝县乡绅李照

光、李绍初创办的复兴汝瓷厂。1948年由临

汝县人民政府接管改为临汝县人民政府民

生瓷厂，1952 年更名为地方国营临汝县汝

瓷厂。1988年随临汝县撤县改市，更名为汝

州市汝瓷一厂。位于汝州市蟒川镇严和店

村东北，占地 9.99 公顷，有厂房百余间，以

生产日用瓷为主。1953年开始汝瓷恢复试

制，成立汝瓷试验组。1973 年，工人达 150

余人。1986年，发展到 1500余人，固定资产

132.9万元，有全套成型设备。产品以汝瓷花

盆、酒瓶为主，年产量 24.18 万件，产值 451

万元，利润 52.8万元。2006年 8月因企业改

制而停产。

2.汝州市美术汝瓷厂

1975 年，临汝县汝瓷厂汝瓷车间全部

迁往临汝县城北赵庄村，正式挂牌成立临

汝县汝瓷二厂，1983 年 3 月更名为临汝

县工艺美术汝瓷厂。1988 年 11 月因临汝

县更名为汝州市，该厂随之又更名为汝州

市美术汝瓷厂。1993 年又更名为万兴企

业集团公司，企业除继续生产汝瓷外，又

扩大生产料器花和白水泥。全厂占地面积

106 公顷，固定资产 50 万元，有职工 2500

余人。主要产品有仿古陈列瓷、工艺美术

瓷、酒类包装瓷、花盆、生活日用瓷等百余

种。产品远销马来西亚、科威特、阿联酋、

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巴西等

国家，且与杜康酒厂、宋河酒厂、张弓酒

厂、新蔡酒厂、赊店酒厂等，订有长年供应

酒瓶合同。年产汝瓷 680 万件，产值 1500

万元，利税 60 万元。2004 年因企业改制

而停产。

3.汝州市汝瓷三厂
1984年由地方国营临汝县汝瓷厂和八

○三国家物资储备库联合筹建，命名为临汝

县汝瓷三厂。1987年由临汝县经贸委接管，

1988 年改称汝州市汝瓷三厂，1992 年因企

业改制而停产。1994年汝州市汝瓷一厂对其

兼并，更名为汝州市汝瓷一厂二分厂。该厂

位于王寨乡王寨村东 2公里的虎狼爬岭，有

职工 145 人，主要生产汝瓷酒瓶、花盆及外

墙砖。年产值 100万元。

发
展

20世纪 80年代，汝瓷产品由单一的仿古

产品发展到各种工艺美术瓷、日用瓷、料器盆

景和酒类包装瓷等上百个品种，产品远销国

内外，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

汝州、宝丰等地，生产汝瓷的集体企业、社队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汝州市汝瓷

一厂、汝州市美术汝瓷厂的带动和支持下，从

蟒川镇严和店到王寨乡上陈和今米庙镇马

窑，到处都有生产汝瓷的窑炉。宝丰县清凉

寺、伊川县、汝阳县、郏县等地也都在试制和

生产汝瓷酒瓶、花盆等，并安置了大量农村闲

散劳动力，为汝瓷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下选择其中 10家企业予以介绍：

1.汝州市第四汝瓷厂
1986年 7月由汝州市塔寺大队创办，位

于城垣路与丹阳东路交叉口西南隅。厂长先

后为于斌、韩顺江，副厂长为郭书合。占地约

0.667公顷，有办公用房 6间，产用房两幢 20

余间，工人 20余名，其中技工 7人。产品第

一阶段以烧制汝瓷酒瓶为主，第二阶段以烧

制汝瓷花盆为主，1994年停办。

2.汝州市东大瓷厂
1988年由汝州市东大大队创办，位于汝州

市丹阳东路东南隅，占地面积约 0.33公顷，厂

房面积 500平方米。厂长李二河，职工 20人，

主要设备有窑炉 1座，球磨机 1台，主要产品

以工艺美术瓷、仿古汝瓷为主，1990年停办。

3.汝州市尚庄乡兴华汝瓷厂
位于汝州市尚庄乡（今米庙镇）马窑村，

1978年建厂，由临汝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和尚

庄乡马窑大队合资创建，临汝县工艺美术汝

瓷厂工会主席郭连成兼厂长。占地面积约

1.43公顷，厂房面积 2000平方米，固定资产

100万元，技术人员 8人，职工 106人。主要

产品为酒瓶、料器花盆。年产量 70万件，产

值 60万元。1987年后转私人经营，主要生产

汝瓷、彩陶制品，1992年停办。

4.汝州市陵头瓷厂

陵头瓷厂是原陵头镇办瓷厂，后和临汝

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合资，属集体企业，厂长

王宣智，副厂长田铁良。厂址位于陵头镇孟

庄村西北，占地面积 1.67公顷，厂房面积

1500平方米。全厂职工 50人，技术人员 4

人，固定资产 100万元。主要产品有卫生瓷、

日用瓷。后转私人经营，以加工汝瓷生产用

原料为主，1993年停办。

5.汝州市尚庄乡金沟瓷厂
位于尚庄乡（今米庙镇）金沟村，是由临汝

县工艺美术汝瓷厂和金沟村共同投资联办的

集体企业，厂长田铁良。该厂占地面积 0.667公

顷，占用民房 20余间，以生产酒瓶为主，后因

经营不善，技术水平差，转而生产日用瓷，并由

金沟村单独经营管理，1992年停办。

6.汝州市王寨乡福利汝瓷厂
位于王寨乡王寨村南临寺公路西侧，占

地面积 0.66公顷，厂房 2000平方米，有内径

4米倒焰窑 2座，试验用倒焰窑 1座，1.5吨

球磨机 2台，球磨罐 1台，厂长王景，职工 60

余人，其中汝瓷一厂技术工人 10人。主要产

品以汝瓷豆绿釉酒瓶、坛、碗为主，并仿制汝

瓷天青釉，1992年停办。

7.汝州市孙庄汝瓷厂

位于孙庄村西邻，占地面积 0.40公顷，

厂房面积 1500平方米。主要设备有内径 4

米倒焰窑 2座、1.5吨球磨机 2台。主要生产

伊川杜康酒瓶、民用碗、泡菜坛和汝瓷工艺

品。厂长李小青，全厂职工 40人，其中汝瓷

一厂支援技术员 5名，1992年停办。

8.汝州市上陈汝瓷厂
位于王寨乡上陈村东南虎狼爬岭上，占地

面积 0.40公顷，厂房面积 1200平方米。有内径

4米倒焰窑 2座，1.5吨球磨机 2台和部分注浆

台位。厂长陈万科，职工 40余人，汝州市汝瓷

一厂支援部分技术人员。主要产品有汝瓷豆绿

釉酒瓶、面盆及生活用品，1992年停办。

9.汝州市蟒川乡耐火材料厂汝瓷分厂
位于蟒川乡（今蟒川镇）蟒川村北坡，临

寺公路东侧，以生产耐火材料和汝瓷为主。占

地面积 1.32公顷，厂房面积 5000平方米。有

倒焰窑 6座，石碾 2台，职工 100余人，其中

技术人员 10余人。厂长王一巴曾被命名为优

秀农民企业家，主要产品有汝瓷、耐火材料

等，曾制作 2米高的汝瓷花瓶，成为现代汝瓷

花瓶之最。年产值约 500万元，1993年停办。

10.汝州市严和店郭庄汝瓷厂

位于蟒川镇严和店郭庄西邻，厂长张本

善，以试验汝瓷仿古瓷为主。有倒焰窑 l座，球

磨机 1台，主要技术由汝瓷一厂提供。产品主

要有仿古汝瓷和汝瓷包装瓷，1993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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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烧造区远景


